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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等 13 部门近日印
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以下简称《计
划》）提出，到 2025 年，在全国
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
推开，推动多种类型的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着眼
于“生活”，主打一个“便”字。话
题展开之前，大家试想一下，以
自己家为圆心、步行 15 分钟路
程（1000 米左右）为半径，画一
个圆，在这个大圆内，你可以找
到哪些便民服务？ 连锁便利店
（社区小超市）、 理发店、 小吃
店、服装店、手机店、五金店等
应该没有问题，但大型菜市场、
修鞋配钥匙店、 打印复印店等
则未必能找到；社区棋牌室、健
身室或许有，社区医院、养老机
构、长者食堂、托儿所等则不一
定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从社区居民需求出发， 查漏补
缺、提质增效，补齐民生服务短
板， 从而提升社区居民生活的
便利度、幸福感。

《计划》提出，发展“一店
一早”、补齐“一菜一修”、服务

“一老一小”，这 6 个“一”的重
要性、稀缺性不同，社区居民
的需求度、急切度亦不同。 就
现状而言， 在一刻钟生活圈
内，各类生活服务店、早餐店、
菜店、修理店等短缺情况也许

没有那么严重，而“一老一小”
服务机构， 比如居家养老服务
网络、 长者食堂、 老年人护理
站、社区托育机构等，就很难满
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标准要
求。 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社区
居民来说，“一老一小”远比“一
店一早”“一菜一修” 更加紧迫
和重要。 假如 3 年之后，养老、
托幼都可以足不出社区， 这种
便民就是实实在在的顺民意、
得民心之举。

实事办到“家门口”，让便
利“入圈”、幸福“出圈”，值得期
待。 落在实处， 必须解决谁来
建、如何建问题。

谁来建， 有两层意思。 其
一，政府与市场如何分工？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 有些领
域是市场的责任，如购物、餐饮
等生活服务； 有些是政府的责
任，如社区文化、宣传、教育等
公共服务； 有些则属于两者交
叉范畴，比如养老、医疗、托育
等民生服务，政府主导、市场参
与可以，反过来亦无不可。面对
复杂局面，应有所侧重，市场能
办的，就交给市场来办，出现市
场失灵的，政府多担点。

其二， 不同部门之间如何
协调？ 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里，既有柴米油盐，又
有吃喝玩乐， 更有衣食
住行，甚至生老病死，社
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在圈内。 在这个圈内，服务多
彩、行业多元、主体多样，涉及
的管理部门众多，这从 13 个部
门联合印发《计划》、参与共建
就不难看出来。 诸多部门联合
行动，利在人多力量大，难在协
调成本高， 容易出现“九龙治
水”现象。 确保责任分到“人头”
上、政策落在“地头”上，考验着

“召集人”的智慧。
如何建，必须问政于民。 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以便民、惠民为
依归，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那么在建设全过程都
要把“人”这篇文章做实做好。社
区养老机构要建在哪里、社区托
儿所的规模要多大、还需要哪些
服务机构等，规划之初就要征询
社区居民意见， 力争布局合理，
避免浪费；社区医院看病方便不
方便、 农贸市场购物体验好不
好、 长者饭堂服务质量如何等，
服务过程要经常听取居民意见，
以期有则改之。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
容易却艰辛。 ”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千头万绪、纷繁复
杂 ，非下真功苦功 、细功巧功
不可，非得日积寸功、久久为功
不可。 ①2

一刻钟“圈”出烟火气和幸福感
□练洪洋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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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怎样更清凉
炎暑盛三伏。 前几日，京津冀等地迎来

高温天， 局地最高气温一度达到 39℃至
41℃。 高温之下，热射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发
病率升高，同时，炎热还会影响人们的生活
和作息。因此，如何让城市更清凉，缓解高温
对人的影响，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和探
索的方向。

城市的高温现象，并非不能改善。研究结
果指出， 在城市高度密集的建筑群顶层或墙
壁上进行绿化，以及增加城市的植被（主要是
乔木而非草坪），是缓解城市高温最行之有效
的方式。 可以选择能吸收更多热量的适宜栽
种的乔木， 即植物单位叶面积年吸收二氧化
碳高于 2000 克的树，如柿树、刺槐、合欢、泡
桐、栾树、紫叶李、山桃、西府海棠等。

有数据显示，建筑物顶层温度最高可达
78℃，但只要将屋顶进行简易绿化，夏季房
屋顶层温度就会降低到 29℃至 30℃， 绿化
后的表面温度和未绿化的相差 20℃至
30℃，由此还可以减少空调的耗电和排热。

另外，屋顶简易绿化还可以改善城市空
气质量。 屋顶的植被可吸收空气中的污染
物，减少大气中的悬浮颗粒，同时可以起到
很好的截流和储存雨水作用，又可降低雨水
流速，起到一定的防涝作用。数据表明，简式
屋顶草坪可以截流和储存 50%以上的雨水，
可以控制暴雨雨水流量的 70%至 100%。

及时理顺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房屋绿
化和城市绿化方面发力，对缓解城市高温来
说是个不错的解题方式，让“崇莲炫平堤，修
竹绿高丘” 给人们在炎暑中送来清凉。 ①2

（张田勘）

曾经风靡一时但后来降
温的少年班 ，近年来有了重
新火爆之势 。 据报道 ，7 月
15 日， 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
发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3 年少年班录取名单公
示》， 共有 45 名学子入围，其
中男生 39 人、女生 6 人，引发
了社会关注。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
国有 10 多所大学举办少年
班，招收少年大学生，追求的
是“早出人才”。而从具体的育
人实践看， 效果也并不理想。
因为，不少少年大学生学业成
绩不错，却不能适应大学学习
生活环境，有的甚至出现心理

问题。 尤其是，少年班里还有
不少属于拔苗助长、“人工雕
琢”的“神童”，最后成了“伤仲
永”。 这样的教训，当被记取。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等
教育普及化时代， 高等教育
的重要任务，已不是扩大人
才培养规模 ， 而是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大学举办少年班，
定位应该是因材施教，给有个
性、特长的学生提供个性化培
养方案，而不应再追求人才培
养速度。

我国一些省区的重点高
中， 也着力打造高中“英才
班”，其实就是高中“少年班”，
直接从小学招收学生，进入高

中学习， 实行初高中
一体化培养。

表面上看， 这打
造了一条与大学少年
班对应的少年英才培

养、成长通道，却也进一步刺激
基础教育的功利化。 有的家长
为让孩子进入重点高中的少年
班，就对孩子进行“特长教育”，
让孩子参加各种竞赛。

这样的功利引导， 显然不
利于学生的兴趣培养与特长发
展。 如发展数学特长，不是树
立 未 来 从 事 数 学 研 究 的 理
想，而是为了竞赛、升学，一旦
实现升学目标后， 学生可能就
不再有数学兴趣。 这样的少年
大学生， 在少年班里也很难成
为拔尖人才。 因此， 不论是大
学，还是基础教育阶段，学校、
学生、学生家长，都应该理性地
对待少年班。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
全社会都不应该再盲目追捧
“神童”，而是要争取出好人才，
重视每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发
展，以及综合素质培养。 ①2

别忘了盲目追捧“神童”的教训
□熊丙奇

●只要心胸开阔，苦恼就会躲着你；只
要懂得知足，幸福就会伴着你。

●换个角度看待生活中的苦恼与不
顺：别人诽谤你，说明你优秀；别人利用你，
说明你有价值；别人嫉妒你，说明你走在他
前面。

●才华是刀刃，辛苦是磨刀石，再锋利
的刀刃，若日久不磨也会生锈。

●困难出现在我们面前并不是为了阻
挡我们，而是为唤起我们的勇气和力量。

●成功三要素：智商、阅历、灾难。
●志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
●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
●行动不一定带来幸福， 但不动肯定

没有幸福。
●抱怨，是对自己最大的否定；进取，

是对自己最大的褒奖。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

的《精粹语言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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