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沧区印象湾小区门口，外卖骑手通过扫描“骑鲁通”入场码进入小区。

■湘潭路街道湘东社区建设“骑手
驿站”，为骑手提供休息、充电等服务。

走街串巷、上楼入户，骑手是城市生活
的“摆渡人”。而作为新经济催生出来的新
就业群体，他们身上除了风雨无阻“快准
稳”的“功夫”外，还有很多“隐藏技能”。

“小伙子，你又来啦！”家住崂山区金家
岭街道康城社区的独居老人王锐对外卖骑
手侯长喜亲热地打着招呼。侯长喜把社区
助老食堂的午餐递到老人手上，“您有什么
需求就跟我说，顺道买点日用品，扛点米面
油，都是举手之劳。”侯长喜说完就匆匆赶
往下一户老人家中。

侯长喜是美团外卖崂山区 CBD 会展
中心众包站点的骑士长，平时主要负责康
城社区及周边的订单配送。去年社区助
老食堂开办之初，他了解到一些独居老人
腿脚不便，社区又人手不足，于是主动请
缨，带领 5 名队员为社区独居老人义务送
餐。今年年初，青岛连降多场暴雪，侯长
喜还带头组织 30余位骑手志愿者，帮助社
区清扫路面和停车场，受到社区居民的广
泛好评。

“骑手小哥多是为了生计才从事这个
行业的，对于他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他
们愿意牺牲宝贵的时间，帮我们给老人送
餐，社区居民都很感动。”康城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臧晓恩说。

小哥们之所以作出如此感人的奉献之

举，也是社区与骑手的“双向奔赴”。
侯长喜告诉记者，以前站点每周三开

例会，他都带着组员们在广场上或路边开，
有时还会招来商户和物业的驱赶。臧晓恩
看到后，主动把大家邀请到社区驿站，提供
了开会场地，还让小哥们来这里休息，社区
有送温暖、送清凉的活动，也总是想着大
家。“社区给我们提供了便利，为我们排忧
解难，我们也很愿意为社区做点实事儿，这
都是相互的。”侯长喜朴实的话语里透着满
满的真诚。

对于骑手来说，“友好社区”建设提升
了工作的便利度，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
会的尊重和关爱，增进了他们融入社区、服
务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对于社区而言，
更好地服务和凝聚新就业群体，将他们纳
入社区基层治理的一环，也能加强社区的
秩序管理，积极引导骑手成为美好生活的
创造者、守护者。

时下，青岛正不断创新探索方法路
径，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建组织、送服
务、搭平台，逐步实现骑手等新就业群体
从“站得远”到“喊得应”、从“跑得快”到

“搭把手”、从“旁观者”到“合伙人”的转
变，实现“你服务城市，我守护你”的“双向
奔赴”。

比如，即墨区充分发挥骑手直接服务

居民的特点和优势，鼓励引导广大骑手成
为社区“消防隐患排查员、食品安全监督
员、人民意见建议收集员、文明城市创建巡
查员、社区公共秩序劝导员、政策信息宣传
员”。目前，已选聘20名优秀网约配送员担
任骑手友好社区“六大员”开展消防隐患

“随手拍”、食品安全“随手报”、政策信息
“随手宣”等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生力
量不断增强。为激发骑手参与志愿服务的
积极性，即墨区还制定“志愿积分”管理办
法，设立“志愿积分”超市，骑手等新就业群
体参与志愿活动可兑换相应积分，到“志愿
积分”超市换取日用品，到暖“新”餐厅兑换
免费餐饮服务，推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从

“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我们足够努力了，所以我们值得被尊

重，值得更好的生活。”《逆行人生》里的台
词道出了广大骑手的心声。“骑手友好”蕴
含着理解尊重、将心比心，为骑手营造更加
友好的环境，既是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化
解基层矛盾问题的切实举措，也折射出城
市治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下一步，
青岛将在全市推广‘骑手友好社区’建设的
经验做法，以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暖‘新’
举措，不断为骑手小哥的幸福‘加码’，让新
就业群体在这座城市立得住脚、安得下心、
圆得了梦。”牛向荣说。

骑手与社区“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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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探索社区、物业、平台和骑手多方参与的综合治理方案，解决骑手“进门难、找路难、充电难、休息难”等问题

骑手友好社区：让“配送之路”更舒心更顺畅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刘佳旎 文/图

智慧赋能让小区“门好进”
今年以来，青岛试点推行“骑鲁通”动态入场码。骑手通

过扫码可骑行进入小区，骑行过程中，小程序会对骑行速度
和路线进行实时监测，当速度超过15公里/小时，会对骑手发
出提醒，超速3次将被封号，需要配送平台公司进行批评教育
后才能解封

针对骑手反映突出的80余个“门难进”小区，市、区（市）
两级社会工作部门“一类一策”研究“畅通畅行”方案。比如，
通过骑手专用自行车、摆渡车打通送餐“最后一公里”；在道
路较窄的社区，划定专用停车区，改善交通状况

多方合力让友好场景更多元
今年4月，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启动“岛城暖心驿站”建设，

整合市直部门服务站点、区市党群服务中心、24小时便利店等
资源，建设880个“岛城暖心驿站”，并在高德地图上线标注，面
向骑手群体提供充电、喝水、休息、如厕等10项暖心服务

动员多方力量共同打造骑手食堂、骑手药房、骑手医院、
骑手夜校等多元友好场景，帮助骑手群体解决赋能提升、就业
创业、就餐就医等现实需求，累计已为30余万人次提供服务

今年8月上映的电影《逆行人生》，讲的
是外卖小哥的故事，真实地展现了他们的
生存状态，也让很多观众第一次了解到，
原来一份外卖要经历诸多“艰难险阻”才
能送到我们面前。比如，停车难，很多地
方禁停电动车，送餐回来车已被抬走；进
门难，一些小区实行人车分流封闭式管
理，小哥的电动车只能停在小区门口，偌
大的小区需要步行送餐；找人难，一些小
区楼栋门牌标识不清，只能一遍遍来回
找，而“您的订单即将超时”的提醒，让人
不得不快马加鞭……

外卖员，一个体量庞大的新就业群
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网约配送
员队伍达1300余万人。青岛市网约平台企
业17家，运力合作商企业52家，其中饿了
么和美团两家外卖平台在青岛市场份额超
九成。全市布局了 120 余个外卖服务站
点，吸纳外卖员规模约2.37万人。消费旺
季，外卖骑手日配送订单量超过60万单。

如何畅通配送之路，打造友好环境？
今年以来，青岛创新推进“骑手友好社区”
建设，通过推行“骑鲁通”二维码、设置地图
指引标识、建设“骑手驿站”等措施，逐步解
决骑手“进门难、找路难、充电难、休息
难”等问题。街道社区、物业服务企
业、平台企业和骑手共建共治，探
索兼顾社区秩序、用户体验、骑手
便利的综合治理方案。

晚餐高峰时段，美团外卖骑手付健收
到的订单量激增。随着手机提醒铃声响
起，他收到了一份送往李沧区湘潭路街道
印象湾小区的外卖订单。

“这个小区特别大，楼座不好找，电动
车还不让进。我们接到这里的单都挺头
疼，一不小心就会超时。”付健坦言，有时候
因为对小区路线不熟，或者遇到恶劣天气、
堵车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送达，客户会投
诉或申请退款，骑手就会被扣钱。

而让付健没想到的是，这次他没有被
保安拦住。在小区门口，张贴着一张“骑鲁
通”入场码，在保安的引导下，他打开小程
序，扫描“骑鲁通”码，顺利将电动车骑进了
小区。在送餐过程中，小程序会实时监测
骑行速度和路线，一旦超出15公里/小时，
就会发出超速提醒。付健仅用了不到5分
钟就把订单顺利送到客户手中，从接单到
送达，总共耗时不到 30 分钟，比平台预计
送达时间还快了10分钟。

“对外卖骑手最友好的事，一定还是门
好进、路好找。”付健发现，印象湾小区的变
化还不止车能进小区这一点。小区门口张
贴的“骑手友好地图”，清晰直观地标注着
各个楼座、小区出入口以及骑手驿站、骑手
停车位的位置，进入小区后，每走一段还有
楼座指示牌，有效解决了骑手找不到路的
问题。

“印象湾小区是一个拥有66个楼座的
大型小区，住户 3400 余户，居民外卖需求
量大。与此同时，小区老人和孩子多，特别
是晚上外卖送餐高峰期，在小区里活动的
居民增多，业主最大的顾虑就是骑手速度
太快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湘潭路街道湘东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鑫说，近些
年，随着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的提升，很多小
区实行人车分流，外卖电动车禁入小区，主
要是出于安全管理的考虑，但也造成了骑
手送餐超时、与小区物业保安发生冲突等
问题。

“骑鲁通”的推行，很好地平衡了骑手
“速度第一”和业主“安全至上”之间的矛
盾。为解决骑手骑车进门难、社区秩序监
管难等多重难题，今年以来，省委社会工作
部在青岛试点推行“骑鲁通”动态入场码，
以智能手段监控实现对骑手的科学规范管
理。骑手在小程序注册成功后，就可以通
过扫描小区门岗二维码进入小区，骑行过
程中，小程序会实时监测骑行速度和路线，
当速度超过 15 公里/小时，会对骑手发出
提醒，超速3次将被封号，需要配送平台公
司进行批评教育后才能解封。

据李沧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刘兰介
绍，李沧区目前已在4个社区试点推行“骑
鲁通”，制定《关于打造“骑手友好场景”的
实施方案》，组织区直部门单位、街道社区、

物业服务企业、网约配送企业等，召开专题
推进会和培训会，就“骑鲁通”码的使用、日
常管理等开展一对一指导。针对社区居
民，则通过入户走访、张贴《致广大居民的
一封信》等形式，宣传“骑鲁通”的扫码登
记、骑行限速、超速警示等功能，打消大家
对安全问题的顾虑，争取对骑手进门的同
意认可。

在“骑手友好社区”建设过程中，各地
的社区实际情况差异较大，很多问题都需
要逐一探索解决，难以用标准化的方案“一
刀切”。据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牛向荣
介绍，市、区（市）两级社会工作部门对骑手
反映突出的 80 余个“门难进”小区逐个摸
底调研，按照问题类型细分，“一类一策”研
究“畅通畅行”方案。比如，有些小区是封
闭式管理，连业主都不能直接将电动车骑
至单元楼下，外卖车辆确实不能进入小区
的，则可以通过骑手专用自行车、摆渡车打
通送餐“最后一公里”；有些社区道路较窄，
骑手随意停车情况较多，导致交通堵塞，则
需要加强车辆停放管理，为骑手划定专用
停车区，改善交通状况。

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多方共治之
下，骑手配送之路才能更加畅通。正如走
访过程中不少骑手对于“友好”一词给出
的理解一般，“配送顺畅，就是对骑手最友
好的事”。

让“门好进、路好找”

下午 1 点 30 分，结束了手里的最后一
单，外卖员邱磊来到了位于崂山区春光山
色社区的“骑寄驿站”，他掏出手机扫了扫
换电柜上的二维码，麻利地给电动车换上
了新电池，随后走进驿站，接了一杯水后，
坐在椅子上给手机充起了电。“我们在附近
跑单的骑手经常来这休息、充电，别看地方
不大，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这座小小的房
子，是我们的另一个家。”

记者看到，50 多平方米的“骑寄驿站”
装修风格简朴而温馨。驿站内不仅配备了
微波炉、风扇、空调、饮水机等家用电器，还
有医药箱、充电设施、无线网络和各类书
籍，满足外卖骑手的日常需求。此外，社区
党委根据骑手提出的诉求，引进第三方运
营商，为骑手提供道路救援、车辆维修、车
辆租赁等24小时不打烊的保障服务。

在春光山色社区，“骑手友好”的标识
随处可见。社区党委联合周边“骑手友好”
商户，为骑手推出了 8—15 元的暖“新”便
餐，并提供延时就餐服务，解决骑手就餐

难、就餐贵的问题；在“骑手友好”药房和医
院，骑手们可以享受就医绿色通道、免费体
检等服务；社区还统筹高校、大学生等资
源，开办“春光暖心营”寒暑假托管课堂，解
决辖区内新就业群体子女看管难题……

随着“友好社区”服务半径的不断扩
大，青岛正在构建更加多元丰富的“骑手友
好场景”。通过探索政商协同的模式，社会
工作部门联合“两新”工委委员单位，统筹
社区、商圈、企业等各类资源，全方位守护
骑手的“衣食住行”，把暖心服务送到骑手
心坎上。

为了给新就业群体提供“冷可取暖、热
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的港湾，今年
4 月，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启动“岛城暖心
驿站”建设，整合市直部门服务站点、区市
党群服务中心、24小时便利店等资源，建设
880个“岛城暖心驿站”，并在高德地图上线
标注，面向骑手群体提供充电、喝水、休息、
如厕等10项暖心服务。动员多方力量共同
打造骑手食堂、骑手药房、骑手医院、骑手

夜校等多元友好场景，帮助骑手群体解决
赋能提升、就业创业、就餐就医等现实需
求，累计已为30余万人次提供服务。

崂山区出台《“骑手友好场景”建设标
准》，围绕环境友好、设施友好、阵地友好、
服务友好、发展友好、政策友好、保障友好、
治理友好等 8个方面，打造“友好社区”，并
推动 5 座楼宇、2 个商圈、5 家医院、78 家商
户、2个食堂全部纳入友好场景范畴。胶州
市在外卖骑手聚集的五大重点商圈布局建
设 7 处暖心驿站，总服务面积达 1000 平方
米，设置骑手休息区、应急处置箱、荣誉分
享墙等功能区域，并引进中国铁塔青岛分
公司、哈啰单车等企业，重点布局打造 3处

“骑手之家”，服务周边骑手900余名。
可以说，骑手友好场景的创建，搭建了

一个促进政府部门、街道社区、外卖平台企
业和骑手共商共建的平台，让广大新就业
群体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在
全社会营造了理解、尊重、关爱骑手的友好
氛围。

打造多元友好场景

■“骑手友好商家”门前
设置了专属停车区和充电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