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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十四五”期间全面推进

“15 分钟社区美好生活圈”行动方案

长宁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全力推进更加富有品质的社区美好生活圈建

设。“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被纳入我区“十四五”规划，明确“十四五”期间要

着力实现在十个街镇的全覆盖，比上海总规 2035年的目标要求提前 10年。

2021年 8月，长宁区全面完成“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规划编制，长宁区成

为全市首个全覆盖推进规划建设的区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根据市委办公

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十四五”期间全面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的指

导意见》(沪委办发〔2022〕29号)文件精神，现提出本区“十四五”期间全面推

进“15分钟社区美好生活圈”具体实施行动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围绕“五个人人”的努力方向和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要求。坚持党

建引领，加强基层治理，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15分钟

社区美好生活圈”行动。积极发挥“15分钟社区美好生活圈”行动在系统推进人民

城市建设中的提纲契领作用，奋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之城、更富创造力的智

慧之城、更有吸引力的宜居之城、更强凝聚力的人民之城，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国际精品城区。

(二)基本原则

1.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兼

顾经济、生活、生态、安全等多元需要，共商需求、共绘蓝图。坚持用户评价、

群众满意标准，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各种需求，提升各类设施和公共空间

的服务便利性，不断提升生活体验度和城区吸引力。

2.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完善民主协商机制,将“全过程

人民民主”融入“15分钟社区美好生活圈”行动的各方面和全流程。主动接受监

督、注重参与式规划、坚持开门抓建设。注重专群力量的合成、公共精神的养成

和治理机制的形成。完善全覆盖参与、全链条管理和全方位自治机制。培育群众

公共精神、规则意识和协商能力。做到“治理机制共创建、社区需求共商议、规

划蓝图共绘制、社区家园共建设、建设成果共享用、治理成效共维护”，实现“自
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充分融合的规划编制和实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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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统筹协同。立足社区资源禀赋和人文特色，统筹社区居住、商业、就

业、生态环境、文化、体育、教育、养老、医疗等空间的规划建设运维。系统集

成各类资源。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全力构建功能复合、开放共享的社区公共空

间网络。注重城市美学、数字赋能和高效利用，提升项目建设的标识度、服务供

给的便捷度和功能品质的精准度。

4.加强区街联动。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加强区街联动、条块协同、形成合

力，强化资源整合能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确保行动项目落地见效。

(三)工作目标

按照上海市工作导引和重点任务的标准指引，结合长宁实际，因地制宜把握

重点和节奏，整体有序推进，全面推进“15分钟社区美好生活圈”行动和预期目

标。

在“十四五”期间，优化完善“十四五”期间推进“15分钟社区美好生活圈”行
动方案。各责任单位和街镇在完善社区行动蓝图的基础上，每年完成年度行动计

划制定工作。

到 2025年底，在全区达标街镇全覆盖的基础上，创建成功示范性意义的街

镇。

二、重点任务

(一)完善党群服务阵地体系功能建设。优化以“宁聚里”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

阵地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布局，有效落实规范化建设要求，推动党群服务阵地和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等各类基层阵地双向开放、资源共享，不断

织密阵地体系。持续做实综合服务功能，提升“暖新巢”新就业群体服务、“凝聚

家”在职党员报到等品牌功能实效，根据需求不断拓展特色服务，增强服务的精

准性和实效性，打造党群、政务、治理、文体、养老、育儿等多功能集成的“一
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平台。

(二)保障各类人群居住需求。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进一步满足多层次、

功能性、品质化的居住需求，不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力度。鼓励开展适老

性住房和社区适老化设施建设。

(三)推动日常便民商业服务供给。优化社区商业网点布局，完善菜场等社区

商业配套设施。丰富社区商业业态，拓展社交化、特色化功能。进一步拓展智能

末端配送投放范围，持续扩大智能快件箱在社区、楼宇、园区、院校、医疗机构

和机关的覆盖率。

(四)增强社区就业创业服务能力。提供适量的社区就近就业创业机会，灵活

嵌入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加强职业指导、创业指导、

就业援助等服务，完善社区内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设置。全面构建创新创业的社区

环境，提供全方位、全天候、多功能的活力空间和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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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织密社区公共空间网络。建设类型丰富、便捷可达的绿化网络，改造街

头绿地，推进附属绿地开放共享。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和生态功能，开展人性

化、精细化、系统化的街道空间设计和建设，提高绿化景观、城市家具等市容环

境品质。

(六)丰富社区文化体育空间。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标准化建设和更新提升，

保护社区内具有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鼓励打造社区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等特色

活动空间。大力推进各类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持续拓展全民健身空间。推动

学校体育场馆向社区开放。

(七)引领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按需配置公交站点，有序推进社区微循环公

交系统建设。加强社区慢行网络建设，提供安全舒适的社区慢行环境。

(八)构建全方位的社区学习体系。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聚焦入学入

园矛盾突出区域，优化基础教育设点布局。建设一批普惠性托育机构和社区托育

点。营造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社区环境，积极发展老年教育、社区教育。

(九)整体提升社区养老和未成年人服务水平。促进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全面推进日间照料中心、长者照护之家、老年助

餐点等设施建设，增加养老服务设施面积。积极为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照护、康

复等服务空间，发展家庭照护床位，提升社区专业照护水平。深化医养、康养相

结合，鼓励社区养老设施和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同址或邻近设置。推进长者运动健

康之家建设。积极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建设。

(十)提升全生命周期的社区健康管理水平。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

设，强化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功能，提升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水平。推动

园区(楼宇)健康服务点升级优化。积极推进社区公共场所母婴设施设置。推动“互
联网+社区卫生服务”，开展面向居民的在线签约、健康咨询、健康管理、在线

诊疗等服务。

(十一)织牢城区公共安全底线。充分发挥社区在应对公共安全事件方面的重

要作用，有序规划和配置公共卫生应急设施，提升社区各类设施的弹性转换能力。

加强街镇、居委会应急避灾站点位建设，推进学校、公园、广场等区域的应急避

难标准化改造，提升应急避难能力。

(十二)以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和生活服务。面向各类人群全周期、多层次的

生活服务需求，推动智慧化应用场景平台等数字化运用方式，积极推广七大便捷

就医等融合普惠的数字生活应用场景。推动科技赋能基层治理，持续推进“社区

云”平台应用，提高居民家庭上云率，拓展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渠道。深化“两
张网”数字平台建设，探索“免申即享”工作流程，推出一批“好办”“快办”“智能

办”服务项目。推广北新泾“E刻生活圈”数字平台等数字化应用模式。依托完善

“15分钟社区美好生活圈”行动智慧化应用场景平台，加强线上互动，支撑建设

高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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