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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店多能，让生活更方便

便利店和菜市场作为便民生活圈的重要组成
元素，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载体，是衡量
城市便利程度和服务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晴雨表。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南》（以下简称
《建设指南》）提出，“加快菜市场标准化改造升
级”和“重点发展品牌连锁店”是便民生活圈建
设的业态配置要求。

“小区门口开着便利店，想买啥，手机购
物，送货上门。来不及吃早饭，走进任何一家便
利店都能买到包子和豆浆。”便利店已成为山西
省零售业的新标签。近年来山西省的便利店如雨
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呈现“开店密度大、服务多
样、数字化”的发展特点。

在便民生活圈中，便利店搭载了更多功能。
《建设指南》提出，“提高设施使用效率，在保证
安全的前提下提倡‘一点多用、一店多能’。”福
建省厦门市近日发布了《厦门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试点方案》，厦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厦门将鼓励金融、快递、旅游、维修等商业

服务项目叠加到社区便利店、超市，扩大社区便
利店、超市叠加政务和公共服务的种类，让市民
生活和办事更便利。

“一店多能”的不只有便利店，《建设指南》
还提出，“鼓励连锁药店利用专业力量拓展老年
康护、保健养生咨询或培训等项目，引入健身、
养生、美容等功能和产品，开展高质量的便民服
务”，“鼓励各类商业网点提供多样化便民服务，
在安全、卫生的前提下适度搭载书报经营、打印
复印、代扣代缴、代收代发、家政预约等项目。”

创新模式，积极发展新业态

《建设指南》提出的建设目标之一是“智慧
化水平不断提高，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便民生
活圈应用场景更加广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数
字化转型进度加快。”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注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融合。在提升实体商
业服务质量和水平的同时，充分利用新技术推动
业态和模式创新，线上线下融合，满足即期消
费，激发潜在消费。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清源社区今年5月获得
“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示范工程”授牌。据了
解，清源社区牵头实施“惠民菜篮子项目”，打

造“源生活”社区农场，利用App搭建起居民与
农场的直通平台，通过线上预约、农场配置、线
下送货的方式，为居民提供价格优惠的生鲜产

品。
《建设指南》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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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便民生活圈智能化
水平。”

在北京市通州区定海园小区附近，数辆无人
配送车井然有序地行驶在小区周边，引来不少人
驻足围观。达达快送近日正式发布达达无人配送
开放平台，并宣布携手京东物流、白犀牛共同打
造在商超即时消费场景下的无人配送生态。目
前，达达快送的无人配送服务已在七鲜超市、永
辉超市等商超门店的真实场景中率先实现常态化
应用，消费者通过即时零售平台下单，可享受无
人配送“小时达”体验。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
认为，便民生活圈建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利于实现需求引领、动力转换和效率提升，更
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因地制宜，盘活资源有实招

城市便民生活圈的发展完善有利于提高百姓
生活的便利度和幸福感。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
便民生活圈的发展，围绕培育新型服务业态、创
新服务模式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也要看到，
各地便民生活圈还存在商业网点布局不均、设施
老旧等问题。《建设指南》提出，“要结合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盘活存量设施资源”，“分类建设布
局，鼓励老旧小区统筹利用闲置厂房、仓库、公
有物业划拨等存量资源，因地制宜补齐商业设施
短板和提升现有设施水平。”

老旧小区改造是补足便民生活圈建设短板的
重要切口。北京市大兴区的三合南里社区，利用
一处闲置的锅炉房和堆煤场，打造出集便民服务
配套和文化体育活动为一体的综合便民服务场
所。在这里，便民菜店、社区零售、社区食堂、
便利店、图书阅读、体育运动等生活服务功能有
机结合，辐射周边多个社区，实现了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的成功落地。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的二机小区在半年时间
内，将违章建筑拆掉，腾出2000平方米空地，
健身馆、小区公益空间建了起来，更多商家愿意
进驻小区，居民生活变得更加便捷。

业内人士表示，在配套设施有限的地方，可
以发挥自助售卖机、蔬菜直通车、箱式移动餐饮
售卖车等可移动商业零售设施的灵活性优势，作
为便民生活圈的有益补充，弥补空间不足的短
板。加快建设城市便民生活圈，必须创新服务能
力，鼓励应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信息技术，拓展便民生活圈应用场景。同时应
优化信息服务，支持依托智慧社区信息系统，构
建城市便民生活圈智慧服务平台。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试点规模有序扩大

2019 年底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
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等地启动
试点测试，去年10月，又增加了上
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
等试点测试地区。目前，数字人民币
试点测试规模正在有序扩大。

近日，在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
进展白皮书媒体吹风会上，中国人民
银行副行长范一飞介绍数字人民币试
点取得的最新成效时表示：“截至6月
30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受邀白名单用
户已超1000万，开立个人钱包2087
万个、对公钱包351万个，累计交易
笔数7075万笔、金额345亿元。”

数字人民币的应用领域正在逐步
拓展。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超
132万个，兼顾线上和线下，涵盖批发

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交
通、政务缴费、税收征缴、补贴发放
等领域。

参研机构还结合试点地区实际，
打造有特色、有亮点的应用领域，初
步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
人民币应用场景。例如，今年4月，
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岛提出通过超市、
宾馆、政府食堂等消费场景的全覆
盖，把永兴岛打造成“数字人民币消
费岛”。5月，数字人民币首次应用在
跨境进口电商支付场景，在海南省跨
境进口电商企业使用并完成支付。

数字人民币还将应用于2022年北
京冬奥运会。据范一飞介绍，数字人
民币北京冬奥会场景试点主要围绕北
京冬奥会食、住、行、游、购、娱、
医七大重点领域的支付服务需求。冬
奥会将试点部署无人售货车、自助售
货机、无人超市等创新应用场景，并
推出支付手套、支付徽章、冬奥支付
服装等可穿戴支付设备。

提升支付体系安全

在很多试用过数字人民币的消费
者看来，同样是用手机刷一下即可付
款给商家，数字人民币使用起来似乎
与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电子支付工具
差别不大。但事实上，二者有本质区
别。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的规定，“人民币包
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从经济价值
看，数字人民币与实物人民币等价。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
长春指出，微信支付、支付宝相当于

“钱包”，而数字人民币是里面装的
“钱”，二者不在同一个维度。

“数字人民币将为公众提供一种新
的通用支付方式，可提高支付工具多
样性，有助于提升支付体系效率与安
全。数字人民币主要基于现金类支付
凭证定位，主要用于零售支付，以提
升金融普惠水平为宗旨，借鉴电子支
付技术和经验并对其形成有益补充。”
穆长春说。

穆长春还指出，数字人民币具备
特定优势。一是数字人民币是国家法
定货币，是安全等级最高的资产。二
是数字人民币可在不依赖银行账户的
前提下进行价值转移，并支持离线交
易，具有“支付即结算”特性。三是
数字人民币支持可控匿名，有利于保
护个人隐私及用户信息安全。

避免数字鸿沟

业内人士指出，数字人民币设计
需要充分考虑便捷性、安全性、普惠
性等，特别是中国作为地域广阔、人
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社会环境以及
居民的支付习惯、年龄结构、安全性
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实物人民币具有其
他支付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性，所以，
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物人民币与数字
人民币会长期并存。

从数字人民币目前实现的落地场
景来看，数字人民币钱包基本以App
形式出现，同时还支持离线支付。据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罗锐介
绍，数字人民币钱包设计便于线上线
下全场景应用，满足用户多主体、多
层次、多类别、多形态的差异化需
求，避免因“数字鸿沟”带来的使用
障碍。其中，硬钱包基于安全芯片等
技术实现数字人民币相关功能，依托
IC卡、可穿戴设备、物联网设备等为
用户提供服务，有助于解决老年人、
残障人士等特定群体操作智能手机不
便问题。

“在未来的数字人民币产品设计
中，还将充分考虑特定群体的现实需
求，通过多种技术手段，降低使用难
度。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深入调研公
众对数字人民币的服务需求，进一步
提升数字人民币普惠性。”罗锐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顺应居民消费发展新趋势，提升智慧化服务能力

便民生活圈带来幸福“烟火气”
●潘旭涛 张怡然

▲近年来，一批以盒马、叮
咚等为代表的在线经济新力量出
现在上海，在提升城市居民品质
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图
为工作人员在叮咚买菜一家前置
仓内为网络订单配货。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近日，商务部办公厅等印发《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南》，
提出“到2025年，通过打造‘百城千圈’，建设一批布局合理、业态
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城市
便民生活圈，便利化、标准化、智慧化、品质化水平全面提升”。从家
出发，步行不超过15分钟，休闲、生活、购物等需求都可得到满足，
这样的愿景正成为现实。那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何建设？在打
造便民生活圈方面有哪些新探索？

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132万个，截至今年6月底累计交易金额345亿元

数字人民币开启支付新体验
●李贞

日前，北京启动了新一轮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消费者可使用数字人民
币在多家商户消费。图为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的工作人员引导消费者开通数
字人民币钱包。

新华社记者陈钟昊摄

中国人民银行日
前召开 2021 年下半
年工作会议，在谈到
深化重点领域金融改
革时，会议提出稳妥
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
试点。此前，中国人
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
发工作组发布中国数
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
白皮书。如今，数字
人民币试点已在多地
展开，应用场景不断
丰富，积极促进了中
国数字经济规模扩张
与质量提升。

优质的医疗资源历来是稀缺资源。
如今，借助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一名初
出茅庐的医生在确定病因、对症下药
时，也能得到数位院士专家的指点，让
身处偏远地区的患者同样享受到优质医
疗服务。

这得益于近7年来，大专家.COM不
断研发的一套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
整合诊疗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医生
云”。据悉，大专家.COM是一个由中国
两院院士及多名国家级学科带头人共同
发起构建的医学服务平台。

“云指导”提升基层诊疗水平

在黑龙江省大庆市的一家医院里，
一位年轻医生正在认真研究患者的情
况。该患者一个月来反复腹痛、大便出
血。经初步检查，医生做出慢性结肠炎
的判断。

但慢性结肠炎的病因和病变各不相
同，能否进一步锁定目标，医生不禁皱
起了眉头。为此，他打开一个软件，并
上传了患者的相关资料。很快，软件给
出了诊断意见：除了慢性结肠炎，不排
除有溃疡性结肠炎的可能性。接着，软
件又给出了诊断思路、指标特征和治疗
思路。

这款帮助医生做出诊断的软件，就
是“医生云”。在国家提倡分级诊疗、缓
解看病难的背景下，提升基层医院医生
的医疗水平，成为医疗领域专家关注的
话题。大专家.COM正是由此出发，以

“让医生成长不再难”为己任，以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樊代明为首的百位院
士专家共建的MedBrain研究团队，吹响
了中国基层医疗水平提升的集结号。

从2014年开始，院士专家团队根据
疾病基础特征、遗传指标、未病管理、
慢病管理、内科诊疗、外科诊疗、医药
研究等领域，分别从事了不同疾病的诊
疗模型构建。他们毫无保留地向诊疗模
型贡献了多年来的诊疗案例、数据和经
验。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由院士领衔、
上千名科研人员共同参与的57支研究团
队，完成了超过10万个诊疗因子的建设
和标注，覆盖了1万多种疾病。

“AI+医疗”破解分级诊疗难题

从面向医生培训，到基层、到院士
的多级病例诊断体系，大专家.COM利用
诊疗模型的构建，尝试了一系列服务。
最新完成的整合诊疗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医生云”，是诊疗模型从信息化、知识
化向智能化的转变，也是其落地应用的
关键一步。

在“医生云”上，基层医生仅需输
入患者基本信息及症状、指标等数据，
系统即可基于MedBrain给出诊断思路、
治疗方案、医学要点和知识疑点在内的
诊疗建议。对于基层医生来说，“医生
云”上57支院士专家团队不仅能协助进
行诊疗决定，还能从中汲取院士专家的
智慧，不断提升自身水平。对患者来
说，人工智能赋能医疗诊断，意味着更
精准的诊断和更有效的治疗。

当系统智能问询遇到无法解答的疑
难杂症时，系统就会进入智能分级教育
模式，通过医联体内部各级医生和
MedBrain院士专家团队的分级连接，将
疑难杂症直接送到各位院士专家手里。
这意味着，一位远在偏远地区的患者，
也能得到来自北上广的三甲医院科室主
任的直接诊断。

据悉，目前“医生云”已申报发明
专利100余项、PCT国际专利8项和商业
秘密保护12项，并于2020年列入上海市
新基建重大项目。“医生云”还将进一步
完善诊疗模型，让疑难杂症无处遁形。

（据《科技日报》）

缓解看病难

院士经验为基层医生“云赋能”
●叶青

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

由院士领衔、上千名科研

人员共同参与的57支研究

团队，完成了超过10万个

诊疗因子的建设和标注，

覆盖了1万多种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