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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 1 时 30 分许，三三两两的外卖骑
手走进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新就业群体
服务中心。外卖小哥赫红杰坐在休息区，
给家乡的亲人拨了个报平安的电话；涂庆
宇举起了台球杆，和伙伴比了两局；还有起
得早的骑手，此刻窝在沙发里打起了盹。

“这是我们的新家，欢迎参观！”美团黄
龙国际商圈站长樊文龙笑着递上一瓶水。
这处11月中旬刚开张的新就业群体服务中
心，已从街道交通治理工作站华丽变身为外
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的“幸福

家”。这是翠苑街道全方位呵护新就业群体
烟火生活的有力之举，更是新就业群体组织
共建、资源共享、治理共促的“试验田”。

一个服务中心
打造新就业群体温馨港湾
“这里共计 300 平方米，包含台球桌、

办公室、培训室、阅读角等功能区。”樊文龙
边走边介绍，一面笑脸墙、晒微心愿的温馨
角，这方装修现代、风格温暖的空间内，角

角落落蕴藏巧思。
樊文龙所在的美团黄龙国际商圈站

点，下辖“小哥”120 余人。原本，他们租住
在庆隆路，租金不低、场地只有六七十平方
米，想要举办活动捉襟见肘。几番座谈商
议后，翠苑街道决定将学院路的交治站升
级为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功能不再囿于
交通法规宣传，而是全方位服务与支持“小
哥”、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的
各类需要。

空间扩大后，原本没有场所开展的活
动，如今都可以安排。就在当天，樊文龙在
中心面试了两位新“小哥”；中心腾出 4 间
房共计 16 张床位，给新到杭州的新就业群
体过渡使用。“‘小哥’刚到杭州时，部分人
身上没有多余的钱，这里提供了很好的落
脚点。”樊文龙说，目前已经有 10 名“小哥”
在这里住宿。

一张服务清单
将关心关爱送到心坎上

围绕着小哥的“急难愁盼”，翠苑街道
有效整合工会、妇联、司法、卫健等部门力
量，联合辖区企业、联建单位等，集纳成一
张关爱新就业群体的入站清单，各类关爱、
服务陆续送入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

前两天，翠苑街道“帮哥团”法律志愿
服务队的律师志愿者在中心“坐诊”，送餐
途中遇到交通事故怎么办？产生纠纷后如

何维权？一件件困扰“小哥”的糟心事有了
法律人士的专业解答；省爱匠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为“小哥”送来免费理发、心理咨询
等服务，剪一个帅气的发型、当一次心灵树
洞。今后，像这样的“送服务”活动将每月
开展。

如何通过“党建带群建”，将党的声音
第一时间传递给新就业群体？翠苑街道成
立新就业群体党委，下设小饭柜科技、快智
科技两个流动党支部，同时摸排 6 名新就
业群体流动党员就近纳入社区网格支部统
一管理，为新就业群体开展 5 场党建联建
服务活动。

11月19日，翠苑街道在新就业群体党
群服务中心为外卖配送、网络直播、网约代
驾等 20 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举行了一
场党员政治生日会。“我们为新就业群体送
上一张政治生日贺卡、一本学习读物和一
份学习套组，希望也把党组织的关心和关
爱送到大家心坎上。”翠苑街道党建群团办
公室主任陈文文说。现场，外卖小哥陈敏
向保亭社区党委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活动
还设置“先锋任务”认领环节，通过新老党
员帮带，激励党员积极投身志愿服务。

截至目前，翠苑街道在辖区建成外卖
配送、快递、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
共计 3 个，覆盖 200 余人。外卖小哥集聚
度高的翠苑五区、古荡湾新村，还建起了团
支部、团小组、青年兴趣小组，无论是团员
还是群众、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在翠苑街道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组织。

一个15分钟服务圈
解锁城市暖心的不同侧面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
所为”。今年以来，西湖区翠苑街道建设

“青宁湾”青年品牌，推出新就业群体关心
关爱“暖新八条”。为更好地倾听“小哥”心
声，翠苑街道多次召集小哥恳谈会、圆桌会
收集需求、建议，这些建议逐步在翠苑街道
化作 24 个暖新场所。一张近日发布的文
一路“民呼我为”特色街区导览图，清晰可
见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骑士之家、暖蜂驿
站、小哥爱心角等信息。

走入古荡湾驿站的王知之自习室，11
个位置或靠窗或挂上帘子，整洁的桌面配
上小台灯、充电器，跑完单子的“小哥”可以
在这里休息、充电，曾去自习室打卡的赫红
杰说：“连上 Wi-Fi 后，就可以用手机剪辑
短视频，用不了半小时就能出片。”

社区卫生服务站、大药房、电瓶车维修
点、早餐店，翠苑街道的一家家商铺、单
位，都为“小哥”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一
餐饭、一张创可贴、一个小零件，这些都是
生活中的小事，但却是“小哥”能立足城市
的必须。聚少成多、积微成著，在翠苑街
道精心绘制的“新就业群体 15 分钟服务
圈”内，“小哥”正在奔向属于自己的烟火
生活。

升级版温馨港湾 守护新就业群体烟火生活
丁 珊 冯晨晨

西湖区翠苑街道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 （图片由翠苑街道提供）

灵隐街道爱心志愿者，在街头为赶路的小哥送上茶。 （图片由灵隐街道提供）

致力于打造“青年来杭第一站”的杭州
市西湖区文新街道，以外来人口基数大而
闻名。其中，五联、骆家庄、登云圩 3 个撤
村建居社区，因出租房源多且房租适宜，深
受来杭青年，特别是小哥群体的青睐。

以五联社区为例，仅五联东、西苑两个
小区就居住着 2000 多名外卖小哥和网约
车司机。由此，这里也被称为杭州的“小哥
村”。

“虽然早出晚归的，但是日子过得越来
越有滋有味了！”最近，在五联社区居住了4
年多的外卖员宋伟力发现，社区正在悄然
变化。

如何形容这种变化？用五联社区工作
人员金泉火的话来说：“温暖依旧，服务升
级，治理更完善了！”

新驿站
服务再升级

今年 4 月，五联社区对外推出“新青年
驿站”。顾名思义，服务外来青年人群，而
庞大的小哥群体自然成为驿站关爱的重点
人群。

该驿站邻近道路口，门前常常停留
着来来往往的“小哥”。最近，随着室外
温度持续走低，不少“小哥”会走进驿站
避风休息。

“我们经常在驿站门前推出爱心活
动，夏送凉茶、冬送姜茶，还会发放针对

小哥群体的爱心早餐⋯⋯”金泉火说，“依
托一场场暖心活动，小小驿站把流动的‘小
哥’汇聚到了一起。”

而支撑这份爱心的背后，是五联社区
创新的运营方式。据介绍，该驿站通过引
进非营利性质的社会组织负责运营管理，
同时吸纳部分公益组织、爱心商家等社会
力量，为社区新就业群体提供更为精准的
服务。

应运而生的是五“联”工作法，即通过
“联组织、联资源、联网格、联服务、联人心”
的五“联”融合，推动形成关爱新就业群体
的良性发展架构。

比如，五联社区“新青年”党支部的成
立，已吸纳 24 位外来青年党员；建立“街
道-社区-网格员-房东-租客”的五级联动
机制，基层治理模式不断完善。

发布爱“新”导引地图，小哥换电柜、小
哥食堂、爱心商家、爱“新”泊位等服务一应
俱全；根据“小哥”需求，定期举办技能培
训、青年夜校等青年活动，促进新就业群体
更快更好融入社区⋯⋯

一个个随处可见的细节,彰显着关爱
的温度。“当下，我们在建好建优‘新青年驿
站’‘暖蜂驿站’‘小哥食堂’和‘友好小区’
的基础上，进一步汇聚了工青妇等群团力
量，精准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推出安全与
技能培训、法律与保险购买援助、房东与客
户结对等细分化服务。”文新街道相关负责
人说。

新机构
为小哥撑腰

当新就业群体遇上矛盾纠纷时，该如
何寻求化解之道？

在五联社区“新青年驿站”旁，一块金
灿灿的“新就业形态人民调解委员会”标
牌，引人注目。

“我们太需要这种维权服务了！”“一个
人势单力薄的，有你们的帮助，以后碰到问
题也不怕了！”“佩服你们的高效，这个结果
我很满意”⋯⋯

今年 10 月，文新街道联合街道司法
所、社会组织——司福社，成立了专为新就
业群体服务的新就业形态人民调解委员
会。

“成立调委会，是为了常态化开展新就
业形态人群的调解工作。考虑到五联社区
是该人群的集聚区，为精准高效地解决纠
纷，我们将办公地点设在了这里。”文新街
道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刚成立不到两个月，文新街道调委会
已成功解决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纠纷。“比
如，某外卖平台站点与‘小哥’的工资纠纷；

‘小哥’因付不起房租，与房东产生分歧
等。”司福社工作人员徐丽春说。

司福社，作为公益性质的新就业群体
帮扶团队，多年来一直关注新就业群体的
纠纷化解。“以往，我们只聚焦网约车司机

这类群体，帮助他们解决各类矛盾纠纷问
题；如今，在文新街道的引导下，我们将服
务拓展到更宽泛的新就业群体，希望能为
更多人提供全方位的维权服务。”徐丽春介
绍道。

此外，文新街道还建立了“一轴八员”
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以综治委员为轴
心，联合派出所、司法所、“共享法庭”、工

会、团支部、妇联、“警网协同”、公益律师等
8支专兼力量，引导新就业形态群体维护自
身权益。

文新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说：“为新
就业形态群体提供全面、专业的服务，需要
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努力当好他们的‘娘
家人’，让新就业群体在西湖区‘留得下、过
得好’。”

杭州“小哥村”温暖延续 将关爱落在细微处
娄晓涵 樊燕飞

杭州“小哥村”温暖延续 将关爱落在细微处
娄晓涵 樊燕飞

文新街道调委会帮助新就业群体调解纠纷文新街道调委会帮助新就业群体调解纠纷。。 （（图片由文新街道提供图片由文新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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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送餐的“最后 100 米”，是
万千“小哥”最牵挂在心、最具获得
感的事。

11月29日，在杭州市西湖区
灵隐街道绿园小区门口，“饿了
么”配送员小张对着墙上的“小
哥码”扫了扫，手机显示屏上立
刻跳出“扫码成功”的提示信
息，小张很快骑着电瓶车进入
小区，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

“我们在街道 21 个小区、
楼宇亮出‘小哥码’，为‘小哥’
高效送餐提速。”灵隐街道有
关负责人说，最近“小哥码”还
融入“碰一下开门”新场景，让

“小哥”通行更简单、更顺畅。
目 前 ，借 助 西 湖 区 打 造

“阅读第一区”“曙光路城市漫
步风情街”的契机，灵隐街道
将暖“新”爱“新”举措融入街
巷的角角落落。在一道道亮
丽的城市风景线中，外卖骑手、
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正在这
里体悟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
踏实和温暖。

是西湖书房也是暖“新”驿站
一处心灵的庇护之所

午饭后，中通快递小哥王佳杰路

过曙光社区“西湖书房”。“进来歇歇脚！”书
房志愿者阿姨热情招呼他进去，并递上一
瓶矿泉水。

手捧一本书籍，就可以在精神的世界
里拾级而上。西湖区正在打造“阅读第一
区”，灵隐街道在居民住所步行 15 分钟处，
建成庆丰书房、黄龙书房等“家门口的书
房”。“曙光社区西湖书房共计两个区域，
3500 多册书籍和杭州图书馆流通，随借随
还。”社区党委书记吴海燕说。

在繁忙和奔波之余，外卖小哥也需要
一处安放心灵的港湾。灵隐街道将暖新驿
站功能融入西湖书房中，让“小哥”在送餐、
送件之余，可以到书房喝口水充充电、安静
地享受阅读时光。

今年夏天，顺丰小哥汪小杰，就在西湖
书房度过最炎热的正午时光。他从小爱看
书，手机阅读软件书架上收藏的电子书达
六七十本。今年 8 月，他凑巧在西湖书房
看到他喜爱的《明朝那些事儿》，正好坐下
来重温。

“这个书房很好，大热天可以进来吹吹
冷气，也能读读书，我几乎每个中午都会去
那里读两个小时。”汪小杰说，他在这里看
完《太阳升起》《路过》等六本书。

灵隐街道邀请王旭烽、敖运涛等知名
作家举办阅读分享会，打造读者深度交流
和表达自我的平台，让许多人实现独自阅
读到共同阅读，并在深层次共鸣中获得温
暖与理解。

前不久，玉泉社区读书会邀请外卖小
哥共读《中国外卖》，这本书鲜活呈现了为
生活不懈奋斗的外卖小哥群像。“小哥”陈
师傅有感而发：“读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
自己并非一个人面对生活。这本书说出了
我想说而没说出来的话，送外卖不只是一
份工作，更是对生活的热爱。”

一餐饭一碗茶一处休憩场所
一群人对小哥的多方位关怀

紧挨西湖景区又地处市中心，灵隐街
道所辖地寸土寸金。即便如此，穿梭在街
头巷尾的“小哥”，总能发现让他们心头一
热的关爱。它们是夕阳红膳厅醒目张贴的

“小哥套餐”标识，是网红菜场东山弄市集
专辟的“小哥休息处”，更是楼宇商圈随处
可见的爱心场所。

在夕阳红膳厅，员工达成“小哥优先”的
默契。比如蒸菜往往耗时最长，如果接到剁
椒鱼头的外卖订单，必定为小哥优先烧。厨
师还细心地将水提前热在锅上，为的是让门
口的“小哥”少等一会儿。

早在五年前，夕阳红膳厅就推出 12 元
“一荤两素”小哥套餐。这两年，店里还提
供更多的小哥套餐，比如五六块钱一个菜、
一碗饭的简餐。“这是根据小哥的喜好和习
惯，专门更改的。”餐厅店长唐照伦说，忙着
赶路的“小哥”只有六七分钟对付午餐，他
们提出一个菜就够了，就给他们最低价。

不仅仅是夕阳红膳厅，灵隐街道庆丰
等社区老年食堂也推出小哥优惠套餐，“小
哥”来用餐可以享受8折优惠。

冬日暖阳下，青芝坞街区 14 家友好商
家在门口张贴暖心服务，免费提供热水、手
机充电、无线上网、急救药箱。南山南餐厅
店主刘星指着门口的休息区说：“没有单的
时候，外卖小哥爱在这里晒太阳，感受青芝
坞的慢时光。”

绘制一张快捷进出的地图，设立一方休
息区、安排一处放置电瓶车的泊位，走进黄
龙商圈的公元大厦、嘉华国际商务中心等楼
宇，随处可见点点滴滴的关心关爱举措。

“截至目前，灵隐街道已经完成小哥友
好楼宇创建全覆盖。”灵隐街道有关负责人

说，黄龙商圈党委还联合西湖区红十字会，
为新就业群体送上爱“新”帮帮卡，“‘小哥’
遇到家庭困难等问题，均可以拨打电话申
请互助金，调查审核批准后，会给予‘小哥’
1000—3000元不等的补助。”

外乡人的归属感，往往来自这座城市不
经意间流露的善意和暖心。58岁的东山弄
社区保安江慎民，习惯在每个夏天支起“一
张桌、两桶茶”，为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
新就业群体送上清凉。“看到疾驰的‘小哥’，
咕咚咕咚喝下凉茶后由衷地说出谢谢，让我
感受到了这件事的意义。”江慎民说。

星星点点的暖“新”爱“新”之举，正汇
聚成璀璨星河，温暖着每一个在城市奔波
的赶路人。

构筑暖“新”关爱矩阵 打造亮丽城市风景线
丁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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