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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民城市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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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的骑手参加恳谈会为社区建言献策 李飞 摄

进门难、停
车难、找楼难、上
厕 所 难 …… 当
前，以外卖配送
员为代表的新就
业群体正逐步成
为 服 务 市 民 生
活、助力城市发
展的新生力量，
在带来便捷服务
的同时，外卖配
送员群体也常常
陷入“最后    
米”配送难题。
畅通配送之路，
打造友好环境，
成为当下多方重
视的问题，基层
社区、配送平台、
外卖员等多方正
尝试携手解决。

    年 是
“人民城市”理念
提出五周年，在
首提地的上海杨
浦区，殷行街道
开鲁社区也在今
年携手美团（上
海）党委，率先落
地 了 上 海 首 个
“ 骑 手 友 好 社
区”，就骑手配送
“最后   米”难
题做出新的实践
和尝试。

多方共建“骑手友好系列”化解进门难题

骑手从小区任一个门进入都能看

见清晰的楼栋路线图、累了乏了可以

到小区开设的驿站休息，在驿站里可

以享受热水与手机充电服务、随时使

用卫生间，工作期间有需要还能将孩

子托管在美团“袋鼠宝贝之家”……今

年4月，上海杨浦区殷行街道开鲁社区

携手美团（上海）党委落地上海首个

“骑手友好社区”，在实践超4个月后，

附近骑手介绍了实际的体验感受。

自从设置了路线图以后方便多

了，能节约很多时间，对新人骑手来

说更是如此，比较省时也比较省心。

来自开鲁社区附近站点的骑手小王

表示，穿梭于大街小巷是骑手的工作

日常，规划路线寻找门牌更是他们的

必要技能。

小王说，骑手友好地图推出后，

他们根据地图上的标注，能快速分辨

小区内主要道路、小巷和标志性建筑

的位置，不但提高了送货效率，也能

为自己争得一些短暂的休息时间。

经测算，目前已投入使用的开鲁新村

片“骑手友好地图”能够为骑手节省

约20%的配送时间。

在这座“骑手友好社区”里探访

发现，除了地图指示牌，里面还有更

多的配套设施。例如，位于开鲁二村

居委旁边的驿站是“骑手友好社区”

的根据地，驿站门口设有洗手池，屋

内配备了桌椅板凳、饮水机、微波炉、

冰箱、充电宝等设备设施，可帮助骑

手解决喝水、热饭、歇脚、手机充电等

难题。此外，驿站旁还设有“袋鼠宝

贝之家”，能为生活居住在殷行街道

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提供课后

托管、课外活动、素质拓展等服务。

夏季高温天气，社区里还为骑手们提

供盐汽水、冰淇淋等解暑降温用品。

骑手站长是最能观察到变化的

人。开鲁社区附近的一位站长表示，

“最近站里跑单投诉率也降低了”。

路线更加清晰、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之

后，骑手们跑单变得更为容易，与客户

之间也变得更加友好。不止如此，他

还有一种明显的感觉，骑手们和社区

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融洽。夏季午

后时分，外卖员、快递员等各平台骑手

在没单时常去社区里的驿站，一起聊

聊天、喝点冷饮解暑。

被关怀只是一方面，骑手们也在

为社区付出。比如，附近骑手也会积

极参与“骑手友好社区”的治理、助老

活动等公益活动；美团还联合街道定

期举办骑手恳谈会，同时为机制性地

解决居民、骑手、物业的各类诉求，站点

与社区共同签署《“骑手友好社区”三方

共建备忘录》，搭建三方沟通机制，方

便小区居民即时反馈配送服务问题，

也让配送站点更快响应居民需求。

兼具速度和温度，为配送者们营

造更加友好的环境，“骑手友好社区”

也是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将矛盾化

解在城市“神经末梢”的一次努力尝

试。截至2024年8月底，美团“骑手友

好社区”已经在包括上海在内的20多

个城市500多个社区相继落地，推动

各地小区为骑手开门指路。

今年上半年，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

道大水坑社区落地了华南地区首个“骑

手友好社区”，在此基础上，龙华区相继

创建商圈、楼宇、园区等多种友好场景。

“我们这仅外卖骑手就有超过

1000人。”大水坑社区负责人李寿春介

绍说，2023年以来，大水坑社区将灵活

就业群体纳入重点服务对象之一。大

水坑社区有不少工业园区、城中村小

区，经过社区工作人员一家家的协调

沟通，如今基本实现全域工厂、小区外

卖可进。

为推动多方共建共治，社区与工

业园区（小区）代表、美团站点三方共

签“骑手友好社区共建倡议书”，为骑

手营造友好、便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为此，大水坑社区还推出了一系

列骑手友好设施：骑手加油站、暖蜂驿

站让外卖员可休息可充电，暖蜂窗口

让外卖员可八折用餐，骑手友好充电

桩、换电柜满足骑手快捷充电的需求，

骑手友好楼栋可让外卖员优惠入住，

“袋鼠宝贝计划”为外卖员子女提供看

护保障，送清凉、爱心早餐系列活动让

骑手感受到社区温暖。与此同时，骑

手技能培训也让外卖员成了社区的

“小蜜蜂情报员”，有问题也可以随时

提醒社区。”

随着“骑手友好社区”在全国

各城市落地，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

到“骑手友好系列”中来，为外卖员

等新就业群体营造更为安全便捷

的配送环境。

今年8月，美团加快与大型物

业公司接洽，双方依托数字化能力

实现数据对接，研发可快速复制的

骑手通行方案。在上海，美团与中

海物业合作在市内18个小区上线

美团骑手快捷通行方案，在普陀区

的臻如府小区，入口张贴了引导骑

手扫码的宣传海报，骑手扫码可使

用小程序一站式自助登记，全程仅

需5秒左右。在该区域送餐的骑手

表示，“现在进小区登记流程简单

多了，手机点一点就完成，骑手省

时省力，保安师傅也省心。”8月23

日，伴随着一行一行美团小哥的通

行记录在万物云武汉数字运营中

心大屏幕上滚动起来，美团与万科

物业正式发布“骑手友好社区通行

解决方案”，骑手扫码一键验证身

份、便捷通行，目前已在全国3000

多个万科物业在管小区落地。

而早在今年5月，上海杨浦区

还落地了全国首批“骑手友好商

家”。美团联合餐饮品牌老乡鸡，

将上海130多家老乡鸡门店正式挂

牌为“骑手友好商家”。双方携手

为外卖骑手提供优惠餐食、便捷取

餐等暖心服务，并定期组织骑手与

商家的沟通会，在友好协商中进一

步理顺商家出餐、骑手取餐等交互

环节。

“骑手友好商家”不仅为骑手

们提供全方位的暖心服务，包括接

水、充电、休息等便利设施，骑手在

指定时间内来到店内就餐，还可以

享受菜品7折的优惠，只需要十几

块钱就能吃饱、吃好。此外，店内

还会提供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解

暑物资，如果骑手遇到中暑或者身

体不适等情况，都可以来到店内稍

作休息和寻求帮助。

这些实际行动不仅为骑手群

体带来了关怀与温暖，更为新就业

形态下的劳动者创造了友好和谐

的工作环境。骑手们在送餐间隙

或等待送餐时，能够在此找到一处

温馨的歇脚之地，同时在需要用餐

时也能享受到优惠的餐食，真正体

验到了工作与生活的双重便利。

对于“骑手友好系列”的下一

步探索，美团在今年7月17日“第

七届美团骑士节”宣布升级“骑手

友好系列”计划，将协同全国各地

街道和行业机构落地骑手友好社

区、友好校园、友好商家等项目，逐

步解决骑手进门难、休息难、用餐

难等问题。美团配送总经理章若

愚介绍，“骑手友好系列”在各地落

地，推动小区为骑手开门指路、划

定骑手专用停车区、建设骑手驿

站，平台也鼓励骑手积极参与社区

助老助残等公益活动。“下半年，希

望与更多机构共建骑手‘友好商

圈’‘友好校园’等项目。”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认为，从利益

分配的角度来看，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的维护不仅涉及劳动者与

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涉及

劳动者与消费者以及其他参与者

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从生产方

式角度来看，新就业形态用工与传

统工厂用工的差异在于劳动过程

不在特定封闭空间完成，而是在社

会生活过程中完成，劳动者与各方

社会主体接触和交往频繁。

“以上原因决定了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需要各方主体协

同参与。一些地方出现的骑手进

门难、停车难、充电难、就餐难等现

象，恰好是这种协同参与不够的结

果。这不仅增加了骑手工作的难

度，降低了其效率，损害了其利益，

而且往往也损害了消费者和商家

的利益。为此，从更好地发挥新就

业形态优势，维护各方利益的角度

着眼，也应积极推动‘骑手友好社

区’建设。”沈建峰说。

沈建峰建议，要想常态化并有

效推动“骑手友好社区”建设，首

先，应合理地配置社区开放以及增

设接水、充电、休息等便利设施的

成本分担问题，作为一项方便骑

手，有利于住户、消费者、企业并且

具有一定公共利益的措施，其成本

和风险应在消费者、骑手、住户、企

业和社会公共机构等之间合理分

担。其次，应通过各方的协商等明

确骑手友好社区运行的相关规则，

保证参与各方能按照骑手友好社

区设置的目标来进出社区，利用相

关设施，避免不合理的风险。最

后，除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安排和协

调外，党委、政府、工会、村居委会

等组织应对骑手友好社区建设进

行积极引导和支持。

上海“骑手友好社区”实践数月后
外卖员说“省时省心”

多方力量参与
推动“骑手友好系列”持续焕新

▲ 深圳骑手在“骑手友好社区”参与端午节活动 王高 摄

▲ 上海普陀臻如府，骑手在中海物业保安引导下扫码进入小区 黄海 摄

特

全国  余城   多社区跟进
推动各地小区为骑手开门指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