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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见》中，修鞋、改衣、配钥
匙等“小修小补”服务点被明确列入建设
清单。有同学可能会问，为何建设清单里
的服务点是修鞋铺却不是宠物医院？如
此小事为何会引发政府操心？笔者认为，
这里传递出两个信息。

第一，对循环经济的推崇。过去的艰
苦年代，人们流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
补又三年”，如今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
居民消费习惯的迭代，加上城市管理理
念的变化，一些城市的“小修小补”便民
服务摊点几近销声匿迹。但勤俭节约作
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任何时候都
不能丢掉。如今在大力提倡节能减排的
背景下，让“小修小补”服务点重回市井
烟火，还被赋予了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意
义。就在前几天，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小修
小补”服务点的复活某种意义上是对物
尽其用、俭以养德价值观的认同和坚守。

第二，对民生问题的关切。解决老百
姓的操心事、烦心事，是政府的分内事，
也是检验政府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就
个体家庭而言，“小修小补”虽不是经常
性的需求，但一定是刚性需求，是老百姓
的烦心事之一。另就“小修小补”从业者
而言，多半是大龄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
在一次性消费经济的冲击之下，他们极
有可能是失业者。政府的这个政策布局，
给了这个群体新的生存空间。从一张桌
到一间铺，很多地方都对“小修小补”服
务点实行零房租或低房租，让“小修小
补”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一方面满足
了社区居民尤其是一些老年居民的生活
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对弱势群体的就业
产生促进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微信和腾讯地
图联合发起了“小修小补”引路行动，地
图涵盖了修鞋、配钥匙、管道疏通等居民
日常所需的服务项目，用户通过地图可
以快速定位附近的门店，点击进入界面
还能详细查看营业时间、联系电话、用户
评价等，并可一键导航。从此，一些无名
店铺有了响亮招牌，小巷灯火由此走进
了数字地图。

总之，“小修小补”其实并不小，是便
民生活的“基本圈”，修补做好了，民心就
暖了。城市生活不仅是高档商场，更是老
百姓的日常。既需要有品质的城市环境，
也需要有接地气的生活服务，两者相容，
才能让城市生活真正充满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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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就读于一所非住宿的学
校，想一想，你的校门口是不是有一家文
具店？你还能准确说出它的店名和位置？
再观察下你所居住的小区，无论高档还
是普通，出小区大门步行5分钟，是不是
一定有早餐店、便利店，还有水果店、理
发店和药店？这是市场的逐利性自发配
置资源的的结果——把这些店开在这些
地方，多半不愁生意。

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也会
遇到这样一些麻烦：餐厅的灯坏了，买个
灯泡要跑很远的路；卫生间的马桶堵住
了，打个电话要两小时后家政才上门疏
通；还很新的羽绒服的拉链坏了，最心爱
的皮鞋突然开胶，戴了十年的手表停止
转动了……它们是你无法割舍的温度，
于是你开始在手机地图上疯狂搜索这些
店铺，却发现根本没有。这个时候，你一
定期盼着能有个万能的管家，帮你把这
些烦心事尽快办妥。

这样的“管家”,事实上已经悄悄来

到了我们身边，那就是政府正致力于打
造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早在2021年5月，商务部等12部门
就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根据这个《意见》，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是指在居民“家门口”（步行5—10
分钟范围内），优先配齐购物、餐饮、家
政、快递、维修等基本保障类业态，引进
智能零售终端，让消费更便捷；在居民

“家周边”（步行15分钟范围内），因地制
宜发展文化、娱乐、休闲、社交、康养、健
身等品质提升类业态，让消费更舒心。

根据该《意见》，政府部门下沉至社
区，将居民需求清单化、项目化，摸清“有
什么、缺什么”，研究“补什么、如何补”，
重点发展“一店一早”（便利店、早餐店），
补齐“一菜一修”（菜场、修补店），服务

“一老一小”，而且“一圈一策”，根据当地
居民的特点，因地制宜确定配置方案，由
此实现市场为主、政府引导的按需定制。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家家户户都有汽车，网购、快递、外卖又这
么便利，油门一踩便可实现吃喝玩购娱的
充分自由，手指一点便可享受各种上门服
务，何须再贪恋家门口的“窝边草”呢？事
实上，推广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从经济学
和社会学上来讲，至少有三大意义：

第一，应对电商冲击，激活“最后一
公里”消费。近年来，电商的崛起对城市
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带来巨大冲击，而作
为“最后一公里”的社区商业却凭借传统
商超无可比拟的便民、灵活和稳定性站
稳了脚跟。试想，上午9点你收到信息，中
午家里有客人来，需要做几道小菜，如果
生鲜超市或者菜场步行15分钟可达，这
时候就不会选择叮咚买菜。社区商业已
然成为电商时代实体消费发展名副其实
的“破局点”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支点。

第二，完善商业业态，实现居民、商
户共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优先配
齐基本保障类业态，满足居民的物质生
活；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满足
居民的精神需求。虽然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看上去范围小，但聚集了大量的
人流、物流、现金流，可降低市民交易成
本，挖掘提升城市经济内循环潜力，不但
让辖区居民享受到了“家门口”的优质服

务，还推动了餐饮、零售、养老、家政服务
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辖区消费增长，让
商户获利。

第三，补足业态短板，服务特殊人
群。所有社区的商业配置不应该是整齐
划一的，需要针对社区居民的年龄、职业
特定按需配置。比如老龄化社区应重点
增设老年活动中心、康复理疗中心、社区
食堂、养老站点等设施网点，提升为老服
务品质；青年科创型社区可采用生活型与
办公型商业业态融合发展模式，兼顾居民
群体和商务办公群体需求，增开咖啡店、
健身房、文印店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意
见》中特别提到的“服务‘一老一小’”是对
市场经济盲目性和自发性的弥补，是政府
在掌握民生大数据的前提下，利用低成本
调控，把有限的人力、资金、空间等资源用
于构建居民最需要的业态。

英国生态学巨匠查尔斯·埃尔顿在
其著作指出：一个包含诸多物种的生物
群落，比物种单一的生物群落，具有更强
的抵御和适应生态冲击的能力。如果把
我们家门口的商业系统比作是生物群
落，老龄化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生态冲
击”，当我们老态龙钟、看不清手机上的
大字时，我们是否乐见这样的便民服务
生活圈呢？

C从市场自发到政府引导
“小修小补”为何回归？

从线上网购到线下消费
便民生活圈为何推广？

从无名小摊到数字地图
“小修小补”为何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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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修小补”中的
北仑区新碶街道凌霄社区里的便民小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