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午休时间，点个外卖即可解决
午餐；急需药品，叫次跑腿便能迅
速送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经常能见到奔跑在路上的“小
哥”，他们的脚步与城市的发展
同频共振，是杭州这座城市运转
不可或缺的力量。

西湖区古荡街道拥有楼宇
（园区）38座、注册企业6000余
家，用餐高峰期，楼宇商圈周边
活跃着众多“小哥”。再加上古
荡街道交通便利、租金相对便
宜，使得这里成为许多“小哥”
来杭生活的第一站。

正在建设新就业群体友
好社会的西湖区，将友善的目
光投注到“小哥”身上，古荡街
道同样也是如此。关心关爱
新就业群体，古荡如何出招？

不打烊的15分钟服务圈
把温暖送到小哥心坎上

每天临近下午 1 点，位于古荡街道云
州国际中心园区内的云州优选餐厅都会迎
来一天当中的第二波就餐高峰期，来者是
身着不同颜色工作服的快递小哥、外卖小
哥，来杭州打拼已有 5 年的河南小伙李文
豪也是其中一员。

“以前都是在跑单的路上随便买点吃
的对付一下，去店里吃一顿的话少说也要
二十块，我经常舍不得花这个钱。”李文豪
是附近一家生鲜超市的专职配送骑手，他

说，由于骑手工作时段的特殊性，别人的
饭点总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吃饭难、吃饭
晚、吃饭贵成为“小哥”们以往面临的难
题。

如何破题？今年 3 月，古荡街道联合
本是员工食堂的云州优选餐厅推出“小哥
食堂”，只要是加入古荡街道新就业形态联
合工会的“小哥”，都可以在此购买优惠餐，
10 元管饱，菜品不限。“小哥食堂”一经推
出，收获不少好评。“走，打饭去！”如今，李
文豪和他的骑手兄弟们常常相约来“小哥
食堂”吃饭。

云州国际中心这家“小哥食堂”出圈
后，古荡街道正在全域推广“10 元小哥餐”
做法。嘉荷社区的“嘉味道”食堂本是一家
老年食堂，最近也推出了“10 元小哥餐”，
这家食堂为“小哥”设置了专属的用餐位，
位置上可以给手机充电，食堂门口还划分
出了“小哥”专属的泊位，处处细节都体现
着对“小哥”的关怀。

目 前 ，古 荡 街 道 已 有 3 家“ 小 哥 食
堂”。包括“小哥食堂”在内，古荡街道正在
为新就业群体建设“不打烊的 15 分钟服务
圈”。

云州国际中心“小哥食堂”的隔壁是一
家主要为新就业群体开设的工会驿站，“小
哥”们可随时走进去歇脚。这里还能为“小
哥”提供劳动争议调解、法律咨询、心理辅导
等服务。女性骑手的需求也被关照到——
工会驿站内单独设有一间“妈咪暖心小屋”，

里边的母婴用品可供来者免费使用。
开设“暖蜂驿站”，也是古荡街道为新

就业群体补齐 15 分钟服务圈的做法之
一。益乐新村北区生活着大量新就业群
体，街道在小区门口开出一家“ 暖蜂驿
站”，“驿站”由网格员、志愿者执勤，内设
微波炉、饮水器、常用药品等，是一个“小
而暖”的空间，“小哥”们可以累了来歇脚、
渴了来喝水、饭凉来加热。“小哥”们还可
以来“驿站”通过网格员办理外来人口登
记、灵活就业登记、养老保险参保等事
项。依托类似的“暖蜂驿站”，今年以来，
古荡街道已开展夏季送清凉、冬季送温暖
等活动20余场。

健全小哥议事机制
城市与奔跑者相互奔赴

要想真正直面“小哥”所需，落地解决
更多困难，还需要常听听“小哥”的一线声
音。为此，古荡街道搭建起小哥议事机制，
由各村社牵头，组织居民代表、业委会代
表、物业代表等召开“小哥议事会”，广泛收
集新就业群体的意见与建议。

“对小区路线不熟怎么办？”在“小哥议
事会”上，有“小哥”提出，对于外卖骑手来
说，最友好的就是“门能进、路好找”。目
前，古荡街道已在辖区内商圈、小区入口处
的显著位置张贴“小哥导引地图”，上边清
晰地标注着每栋楼在什么方位，以及停车

位、补给站、公共厕所等场所的位置。益乐
新村还利用外卖站点每日在中心花坛的晨
会建立起“花坛‘益’事”机制，让“小哥”的
诉求能够及时得到反馈。

“门能进、路好找”还需要多方协同。
目前，古荡街道已完成 24 个小区的“小哥
友好小区（楼宇、园区）”建设，其中云州国
际园区和嘉禾花苑三期小区已通过西湖区
第一批友好小区、园区验收。

诚然，友好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当
一座城对新就业群体更友好，新就业群体
也会更加愿意友好地回报社会。

“我们能不能也为社区做点什么？”今
年夏天，在古荡街道的一场“小哥议事会”
上，有“小哥”提出想力所能及地反哺社
区。于是，8月起，云州国际中心的“小哥食
堂”率先创新一项服务——“小哥”们可以
选择在就餐前后，为周边莲花社区行动不
便的老人上门送一次餐。一次送餐服务能
兑换 5 个积分，这些积分可以用来兑换“10
元小哥餐”，还可以兑换头盔、香皂、保温杯
等用品。

更多“双向奔赴”在路上。为了推动新
就业群体参与网格事务，古荡街道将快递
物流、外卖送餐站（网）点纳入基层网格，由
社区班子成员结对联系，并吸纳新就业群
体党员担任社区党委兼职委员，聘请 25 名
快递外卖“小哥”兼任流动“微网格员”，组
织 52 名“小哥”加入志愿服务队，鼓励“小
哥”参与网格服务治理事务。

15分钟服务圈服务小哥不打烊
王心慧 孙博宇 章 洁

骑手李文豪为古荡街道的“小哥食堂”点赞。 周逸 摄

中午用餐高峰期，西湖区转塘街道奥
莱金街商圈。在商场西门入口，4排左右放
置的石墩子，敞开了能通过电瓶车的口
子。一辆、两辆、三辆，外卖骑手骑着电瓶
车，快速又有序地进出商圈。

为破解找商家的“最初100米”，今年7
月起，转塘街道在奥莱金街商圈探索打开

“快速通道”，“小哥”凭借“通行证”可以快
进、快出，骑着电瓶车直接抵达商铺取餐，
平均节省时间 6 分钟。此举让奥莱金街成
为骑手眼里的“小哥友好商圈”，这样的友
好商圈已经在转塘升级到16个。

一条“快速通道”，折射基层治理的理
念之变、实践之新。转塘街道创新性地以

“小哥”为圆心，联合治理半径中的物业、社
区、派出所等主体共建“小哥朋友圈”，让新
就业群体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小
哥朋友圈”不断更新着动态，也在冬日里演
绎着暖“新”的故事。

创新型组织建起来

什么是“小哥朋友圈”？在转塘街道，
“小哥朋友圈”是有形的。走入奥莱金街商
圈一楼，饿了么“小哥”周阳正在新就业群
体党群服务驿站歇脚。“这里有 40 多平方
米大小，配备了冰箱、饮水器、空调、微波
炉。马上天气冷了，这个地方能避个风。”
周阳边喝热水边说。如今，这处场所不仅
能休息，还成为新就业群体的信息集散点、

休憩服务点和协商议事点。
转塘之江长九中心的暖蜂驿站，则打

造起两间免费淋浴间，满足“小哥”的个性
化需求。“‘小哥’整天都在外面跑，身上容
易出汗，奔波途中想换个衣服怎么办？”“小
哥”这件“小事”被放在心头，两间实时提供
热水的淋浴间应运而生。前两天，赶着要
和妻子过结婚纪念日的骑手小王，就在送
餐之后冲了个澡，“去了去”班味，干干净净
地约了个会。

“我们通过‘小哥朋友圈’打造有形的
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驿站，而工会、妇联、
团工委等群团组织，则优化升级服务体系，
将各领域资源服务打包送入，从而更好地
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转塘街道有关负责
人介绍。

比如奥莱金街的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
驿站，每周街道都会组织丰富的党群活动，
辐射覆盖周边的新就业群体；街道妇联设
置女骑手爱心角，不仅有各种婚姻家庭书
籍和维权宣传手册，还配备了女性卫生用
品；另外，街道总工会还不定期举办趣味篮
球赛、健康体检等活动，目前加入街道总工
会的新就业群体已达 469 人，覆盖快递、外
卖、物流、保安等群体。

线上线下化解纠纷

在转塘，“小哥朋友圈”也是无形的。
“它是以‘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为圆心拓展

而成的治理半径，转塘街道发挥党建联建
作用，团结社区、派出所、商家等各治理主
体的力量，在纠纷化解上形成线上线下迅
即响应的机制。

以奥莱金街为例，近 2000 多名外卖小
哥和 211 家商铺，日常的磕磕碰碰在所难
免。如何将矛盾消解于无形？“我们紧紧依
靠平台驿站站长等‘关键人群’。”转塘街道
有关负责人说，在矛盾处理中，他们既是责
任人也是老娘舅，反应速度更快、更让“小
哥”们信服。

不久前，由转塘街道牵头，物业、派出
所、城管、各个平台组织的负责人成立了

“新就业群体服务微信群”。一次，微信群

里弹出一张“小哥”和店主吵架的照片。很
快，群里的一位骑手队长出来把矛盾“抱
走”：“这是我队里的，马上解决。”

“我们还安排一位辅警在商圈现场办
公，一旦有纠纷可以随时现场调解，也可以
到驿站协商。”转塘派出所民警沈鉴亚说，
这样线上、线下的矛盾调解联动机制，有效
降低了矛盾的发生率。

遇到事儿大家一起商量着办。“小哥”
等新就业群体不仅仅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对
象，更是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奥莱金街
的“快速通行证”，就是街道、民警、物业以
及“小哥”等“小哥朋友圈”的治理主体，你
一言我一语讨论出的。

聚集力量共建共治共享

走进奥莱金街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驿
站，一面铺满暖“新”商铺的地图墙惹人注
目。这里不仅能提供休息，爱“新”商铺地
图也成为“小哥”的“打卡点”，百佳旺 6 折、
稻来香 16 元随便吃⋯⋯这些爱“新”商铺
的地址、折扣等信息就在墙上显示，实实在
在的优惠让“小哥”们少花钱吃好饭。

“听说要给‘小哥’福利，不少商家主动
报名、积极踊跃。”转塘街道有关负责人记
得，今年他们在象山国际广场为“小哥”过
中秋，很快爱心企业送来 400 份月饼，还有
的商户二话不说搬来几箱饮料。

在这场暖心慰问活动上，街道还成立了
“骑心协力”志愿服务队，让外卖“小哥”结合自
身岗位，发挥社情民意信息员、服务群众志愿
者的作用，提高新就业群体归属感和获得感。

借“大综合一体化”执法改革之力，转
塘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规范监管，比如在
春茶季快递激增时，在多个点位建立快递
便民服务点，满足快递小哥的工作需求。

转塘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为安全“加
码”，结合“小哥”电动车的安全问题，在安全
生产月、消防安全月等节点组织开展电动车
充停、灭火扑救等科普培训和实操演练。

共建共治共享中，“小哥朋友圈”不断
更新动态，演绎着城市和“小哥”双向奔赴
的故事。

小哥朋友圈，轮番上演暖“新”故事
丁 珊 蒋涵勤

在“小哥朋友圈”各主体协商后，外卖小哥凭借通行证快速进出商圈。 （图片由转塘街道提供）

“他们不仅是城市‘奔跑者’，更是城市
建设的先锋。”当前，“小哥”与城市之间，已
从简单的供需关系，逐渐升级为一场彼此
呼应的双向奔赴。

在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有“小哥”
当起了社区网格员，参与基层治理当中；有
小哥化身“爱心使者”，为孤寡老人、残障人
士送去问候与关怀；还有“小哥”化身成“急
救侠”，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及时救助⋯⋯
他们正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反哺社会的

“骑士精神”，与城市共生长。

从骑手到帮手
参与共筑安全家园

今年 11 月，在西湖区留下街道屏峰社
区，诞生了这样一支队伍——“小哥应急
队”。他们有着统一的服装，具备应急处理
的能力，在日常走街串巷中，为社区加上了
一道安全防线。

“他们对城市的熟悉程度，在社会治理
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屏峰社区党委
书记廖银生说。

为了让“小哥应急队”发挥更大实效，
屏峰社区接下来将针对应急队成员开展一
系列专业培训，涵盖应急救援知识、消防安
全技能以及紧急情况处理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系统的培训，使‘小哥’们更
加熟练地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在面对

突发状况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做出反应，在
确保自身安全的同时，也为社区安全贡献
一份力量。”廖银生介绍，目前，“小哥应急
队”已有 30 多名队员，具体数量仍在不断
增长中。

实际上，这并不是屏峰社区第一次吸
纳小哥群体的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此前，
该社区就陆续向表现突出的“小哥”授予

“社区治理志愿者”的称号，让“小哥”们通
过网格小事“随手助”、安全隐患“随手
拍”、政策宣传“随手派”、买药送菜“随手
带”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助老助残、网格治
理、平安守护、文明宣传等社区治理工作
当中。

“从‘骑手’到‘帮手’，这种角色的转
变，需要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
程。”廖银生说，“‘小哥’们在城市中不断
融入，增强自我归属感的同时，也促使他们
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管理与服务中去，
并逐步影响更多‘小哥’。”

从陌生到融合
一场双向奔赴的背后
来自湖北的快递小哥熊鹏辉，就是屏

峰社区小哥应急队的一员。
熊鹏辉的热心，周边人是有目共睹

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家住屏峰社
区的 78 岁独居老人徐荷英，现在隔三岔五

就会联系熊鹏辉，两人似家人般亲近。
在熊鹏辉看来，这源于一件自己力所

能及的“小事”。徐荷英因年龄大了行动不
便，经常网购降血糖、降血压的药品及检测
设备。一次网购药品后，因产生不良反应
需要退换货时，商家却不愿意配合。

熊鹏辉得知此事后，决定尽力帮助老
人。“小伙子很热心，了解我的情况后，帮助
我把不合适的药品及设备顺利退货。”徐荷
英说。

往后，熊鹏辉时常来看望老人，与她唠
唠嗑，日常小事“随手一帮”，持续到现在已
两年多了。

“社区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每天与保
安默契点头，与居民相互问候，让我对这座
城市有了更深的感情。”现在，熊鹏辉与家
人也居住在西湖区留下街道，成为新杭州
人。

留下街道将“小哥群体”的力量融入城
市发展的各个角落，更多的“底气”在于，

“小哥”们所接收到这座城市的关爱——
最近，在留下街道横街社区，“我们都是

朗读者——四季留声·聆听季”系列阅读活
动迎来“新就业群体专场”。来自留下街道
快递外卖行业、网络主播行业、保安行业、物
业行业的14位新就业群体代表陆续上台分
享，让更多人聆听到新就业群体的心声。

为进一步提升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
爱，留下街道持续迭代村社、楼宇、园区共

19 个“暖蜂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服务
更加完善的“温馨之家”；构建“权益+服务”
的“小哥”服务体系，组建新就业群体特色志
愿服务队⋯⋯

截至目前，留下街道还推出23家“爱心
商家”，其中11家餐饮店推出对于“小哥”群
体的打折优惠，4家便利店提供商品优惠，4
家电瓶车销售店提供免费打气服务，部分
维修项目享 8 折优惠；同时，新建电动自行

车充电场所105处，新增充电口1560个。
当前，留下街道已成功建设 27 个“小

哥友好小区”、18 个“小哥友好楼宇（园
区）”、9所“小哥友好高校”。留下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小哥’也是城市的‘主人
翁’，我们希望通过建立社区共建共治的服
务平台，凝聚‘小哥’之力，推动形成新的社
会治理模式，进一步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幸
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

流动风景线变城市主人翁 打造友好社会新生态
娄晓涵 李 欢 俞 青

留下街道屏峰社区成立小哥应急队。 （图片由留下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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