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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便民生活圈建设是城市商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是伴随社区商业发展而产生，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顾名思义就是服务半径为步行 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以满

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以多业态集聚形成的

社区商圈。近年来，我市商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

一是城市商圈快速发展。制定出台《福州市促进国际品牌进驻

培育发展的措施》等措施，不断推动重点商圈升级，引导商圈企业加

强与国内外品牌运营商合作，形成品牌凝聚效应和辐射带动能力。通

过推动商圈周边路网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进一步扩大重点商圈的

辐射范围，推进商圈业态优化。支持商圈打造智慧平台，将传统商圈

升级为“百货+购物中心+街区”复合模式的“超级商圈”。

二是街区改造提升加速。按照第二批全国步行街提升改造试点

要求，加快推进三坊七巷步行街提升改造工作，指导台江区加快推动

上下杭·金银里“八闽商埠馆”建设工作，我市三坊七巷步行街、上



下杭·金银里步行街成功获评全省首批省级特色步行街。出台《关于

进一步推动夜色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大力发展“夜色

经济”特色街区，合理规划布局夜色经济集聚区，着力打造“夜福州、

幸福城”品牌夜色经济街区。

三是商业网点不断健全。大力发展社区便利店，完善便利店网

点配置，支持品牌连锁便利店开设新店及搭载各类便民生活服务项

目，鼓励、引导我市传统商超企业积极布局零售创新业态。加大对朴

朴超市等新兴零售主体的培育支持力度，通过在居民社区设置前置仓

的方式，实现 30 分钟内商品配送到家，提升居民消费体验。制定出

台《农贸市场提升改造工作指导意见》等政策，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

持农贸市场等公益性零售网点建设或升级改造。

四是配送体系日渐完善。以物流园区提升工程包为抓手，大力

推进物流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形成“物流园区-配送中心-末端

网点”三级网络配送体系。加大物流企业招引力度，引进了中通和韵

达总部项目落地福州，基本形成智能快件箱、快递公共投递服务站、

快递标准化网点“三位一体”的快递末端配送服务模式。

2021 年 10 月，我市入选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以

来，便民生活圈建设便一路牵动着民生运转的“毛细血管”，吸引无

数关注目光。经过 6个月的发展，我市依托老载体构筑新环境，服务

老顾客融入新业态，兼顾智能化和便利化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

周边居民带来满满幸福感，让所在社区烟火气氤氲。

一、科学优化布局，提升“业态味”规划



根据商务部申报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城市工作要

求，我局牵头起草了《福州市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工

作方案》，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印发实施。《方案》明确了未来五年我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总体目标、实施步骤、建设原则、主要任务

以及保障措施等，并确定 2021 年我市首批 11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试点社区名单。建立了以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召集人的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试点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下达了 220 万元专项资金，推

动商业业态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纳入《福州市完整街区建设导则》，建立市、区、

街道、社区联动机制，通过摸清辖区内商业网点底数以及社区人口结

构、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等，合理优化便民服务网点。实施分类建设

布局，新建居住区优先考虑发展集聚式商业形态，重点建设改造社区

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便民商业中心、养老服务中心等，与住宅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和同步交付；老旧小区因地制宜补齐商

业设施短板，提升现有设施水平；商业设施配备相对齐全的社区重点

优化调整业态组合，加强新业态、新服务引进，拓展商业功能，提升

服务水平。

二、补齐设施短板，促进“一站式”便民

按照社区发展基础和居民消费需求，优先配齐基本保障类业态，

通过引进品牌企业、扩充现有网点功能等方式，优先配齐、配优、配

强基本保障类业态。市民政局持续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按照“中央厨房+长者食堂+助餐服务点+配送”的服务模式，构建以



养老服务机构和餐饮企业为主体，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和居家养老服务站为依托的老年人助餐服务体系。目

前，我市已建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100 个，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站 477 个，设置了 118 个助餐点。市新闻出版局针对部分社区无出

版物销售点的问题，开展居民恳谈日，收集居民意见，指导相关街道、

社区创设新式书店。同时鼓励文具店兼营出版物零售和打字复印，实

现“一店多能”，提供多样化便民服务。仓山区试点社区探索出一套

“底楼便民服务”法，把底层一楼的物业配套场地改成茶馆会所、连

锁药店、旅行社、口腔门诊、养生保健等服务类场所，为社区业态“添

砖加瓦”。

三、提升运营管理，打造品质“生活圈”

发挥多方协同作用，整合街道、社区、物业、商户等各方力量，

完善管理制度，强化诚信经营和守法意识，通过共建共管加强环境整

治和自律规范，完善适老化服务。市城乡建设局发布了《福州市无障

碍设施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按照“一年有明显成效，三年基本完善”的目标要求，全面推

进福州市无障碍设施品质提升，全市共排查建档无障碍设施项目 450

余项，改造提升项目 240 余项，总投资额 2161.7 万元。市城管委大

力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支持试点社区商家利用自有空地展销，悬挂宣

传品，营造商业氛围。市生态环境局分批分阶段督促 3017 家餐饮企

业完成隔油池规范化整治，做到达标排放。市市场监管局通过构建多

层次早餐供应体系，指导社区早餐店向有资质的供应企业采购，并结



合“点题整治”,启动网络餐饮百日专项整治行动，保持商业网点整

洁有序。

四、推动服务创新，智慧赋能“一刻钟”

推广应用智能化技术和设施，鼓励加强智能信包箱（快件箱）、

智能冷冻柜、自助售卖机等智能设施建设，推动智能设施设备进社区、

进门店，提高社区智能化水平。市商务局携手市金控集团，推动“乡

村振兴柜”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社区。市大数据委在近百个

社区部署“e 福州”便民服务终端，为市民提供医社保、公积金、不

动产等服务事项的自助办理；同时，e福州接入了中青家政平台，为

广大市民提供保姆、月嫂、水电维修、电器清洗、管道疏通等家政服

务。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建设、规划、房管等部门印发《关于在城镇住

宅小区、住宅建筑工程等区域建设智能信包箱的通知》，推动智能信

包箱标准化建设，2021 年，全市备案建成智能快件箱 741 组，累计

备案建成智能快件箱 1328 组，提高了便民服务的“温度”。

2022 年，我市将在继续优先配齐、配优、配强满足基本消费需

求业态的基础上，引导企业发展满足社区居民更高层次消费需求的新

业态。同时，在 2021 年全市 11 个试点社区的基础上，再打造 22 个

试点社区（名单详见附件），力争 2025 年底前，全市建成区 80%以

上社区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覆盖。

附件：2022 年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项目名单



附件

2022 年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项目名单

2022 年全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社区共 22个，其中，集

聚式为主 6个，街坊式为主 6个，分布式为主 10个。具体名单如下：

一、鼓楼区（6个）

中山社区（分布式）、东大社区（分布式）、公益社区（街坊

式）、建华社区（分布式）、三坊七巷社区（集聚式）、杨桥河南社

区（分布式）

二、台江区（2个）

宁化社区（集聚式）、牡丹社区（分布式）

三、仓山区（2个）

港头社区（街坊式）、天马社区（街坊式）

四、晋安区（2个）

新秀社区（街坊式）、环南社区（分布式）

五、马尾区（1个）

培英社区（集聚式）

六、长乐区（1个）

西关社区（街坊式）

七、福清市（1个）



清华社区（集聚式）

八、闽侯县（1个）

滨江社区（集聚式）

九、连江县（1个）

温麻社区（集聚式）

十、闽清县（1个）

洋桃社区（分布式）

十一、罗源县（2 个）

环三中路生活圈（分布式）、滨岐社区（分布式）

十二、永泰县（1 个）

樟树坂社区（分布式）

十三、高新区（1 个）

旗山文城社区（街坊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