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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汤怡晨 王静 葛妍 图文报
道）傍晚5时30分是交通高峰，也是外卖
骑手罗志如一天里最忙的时候。在南广场
花园门口，他停好自己的电瓶车，骑上一辆
小区的外卖换乘自行车进入了小区。5分
钟后他就回到了门口，继续送下一笔订单。

骑手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员，但配送“最后一百米”的问题却一直
困扰着骑手、社区和居民。近日，天宁区打
造了首批“骑士友好小区”，在保障居民生
活便利和社区治安的同时，尝试解决外卖
骑手“进小区难、找路难”问题。

“以前这个小区的外卖我们都要跑步
进去送。现在好了，在早晚高峰时段，我们
可以使用这种换乘自行车，非高峰时段还
可以直接骑电瓶车送进去，送单时间能节
约10分钟以上。”罗志如告诉记者，天宁区
需要步行进入的小区有近20个，大多都是
新小区和次新小区，规模较大，进去送一单
往往要花十几二十分钟。

天宁区此次打造“骑士友好小区”分两
批，第一批把南广场花园和香溢俊园作为
试点先行探索，第二批的青龙街道青竹苑
B区、茶山街道华润国际凯旋门二期、红梅
街道金安家园、雕庄街道菱溪名居、兰陵街
道浦北新村等预计年内运行，争取明年实
现覆盖全区。

“我们绘制了小区送餐地图和指示牌，
节约小哥们找路的时间。物业也会主动为
小哥指出最合理的路线。”银城物业项目经

理周媛媛告诉记者，小哥进入小区后，必须
控制车速文明驾驶。小区的保安亭还设置
了骑士补给点，为小哥提供休息、饮水、手
机充电等服务。

天宁区还将定期开展暖“新”下午茶等
专属恳谈会，更好地帮助骑手们排忧解难，
并结合传统节日组织小哥专属节日会，提
升骑手的城市融入感。

绘制专属骑行图、配备专属换乘车、设置专属补给点

天宁区打造“骑士友好小区”

■本报记者 刘懿 何奕欣
本报通讯员 梅嘉慧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逆行人
生》，真实地展现了外卖小哥的生存状
态，也让很多观众了解到，原来一份外
卖要经历诸多“艰难险阻”才能送到我
们面前。在常州经开区多地走访时，
记者也感受到，奔跑在路上的外卖骑
手常常陷入各种难题：“要么超时，要
么超速”“门难进、路难找”“停车难、休
息难”……

如何畅通配送之路，打造友好环
境？近年来，常州经开区遥观镇积极
打造“骑手之家”工会、驿站阵地，为骑
手提供子女看护、暖心年夜饭等服务，
鼓励骑手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逐步探
索出了兼顾社区秩序、用户体验、骑手
便利的综合治理方案。此举也成为保
障新就业群体权益，将矛盾化解在城
市“神经末梢”的一次尝试。

让奔跑的心有个“家”

“如果天气恶劣送餐超时，你将如
何与顾客沟通，请做现场模拟……”10
月21日下午，一场外卖配送职业技能
比武活动在遥观剑苑社区举办。

美团骑手田洪聚获得了比赛第一
名。他说，自己平时跑单就比较顺畅，

“因为周边环境越来越方便了。”他所
在的遥观镇打造了和美先锋骑士驿
站、常有众扶·爱心驿站等阵地，让外
卖骑手们越来越有“家”的归属感。

“仅遥观镇就有255名美团、饿了
么外卖从业者。”剑苑社区党总支书记
沈澎澎介绍，遥观镇将骑手小哥等新
就业群体纳入重点服务对象，社区工
作者们主动服务，满足骑手们“冷可取
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
守护骑手们的“衣食住行”。

走进和美先锋骑士驿站，环境明
亮整洁、简朴温馨，红磁场、志愿点、恳
谈室、健康室、宝贝区等功能分区明
确。“这座小小的房子，是我们的另一
个家。”田洪聚说，这里有空调、桌椅、
充电设施，还提供泡面、面包等食物，
大家经常来这里休息。

在剑苑，“骑手友好”标识随处可
见：骑手孩子放暑假家里无人看管，社
区开设了爱心暑托班；骑手春节不回
老家，社区提供暖心年夜饭；平时还为
骑手提供免费体检，开展急救知识科
普。

“骑手友好”的半径不断扩大：由遥
观镇总工会牵头，镇建设、市监、交警、
指挥中心、社区等单位联合开展对外卖
骑手的关心关爱项目：打造“常精灵”外
卖骑手群防群治志愿点、红磁场流动党
员报到站，市监、交警联合推出骑手考
驾照优惠活动，社区新建外卖骑手党群
服务中心、设置专用停车位、提供免费
体检等；遥观交警中队为外卖骑手建立
微信群，指导骑手购买正规电动车，建
立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的绿色通道，遇到
意外迅速介入。近年来，遥观镇外卖骑
手交通事故率显著下降。

破解骑手“行路难”

去年，骑手们提出了一个“老大
难”问题：许多小区不让外卖骑手骑行
进入，每次门岗都要登记信息，既影响
餐食口感，也降低了送餐效率；有的小
区设置了送餐点，不让骑手进入，但按
平台规则是送货上门，骑手因此经常遭
到客户投诉。

对外卖员最友好的事，一定是“路
好找、门好进”。遥观镇召集人大、政协
及多个部门协商议事，在全市首推“持
证进小区”。遥观镇建设局征求多部门
意见，从“住户信息安全责任、住户财产
保护责任、小区交通安全责任、服务态
度和形象责任”等4个方面规范外卖骑
手进小区行为，督促全镇12个物业与
饿了么、美团签订安全责任书。

记者了解到，在发放的骑手工作
证上，印有进入小区行为规范，如果骑
手持证骑车出现不符合规范的行为，
站点会收回工作证，待整改后再下
发。工作证上印有骑手姓名、ID号和
平台监督电话等信息，做到“来源可
查、身份可信、责任可究”。该创新做
法入选《全省“县级工会加强年”专项
工作暨县级工会规范化建设“一县一
品”典型案例汇编》。

结合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配送时
效等实际问题，市监、交警等部门对骑
手常态化开展知识宣讲。“保障食品安
全、维护自身权益、避免交通意外……
我们的宣讲主题丰富多元，与骑手工
作生活息息相关。”常州经开区市场监
管局遥观分局副局长何尧波说。

“服务对象”变“治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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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无阻的“功夫”外，还有很多“隐藏技
能”。

遥观镇剑苑社区发动骑手作为参
与社区治理的“常精灵”网格员，组织
他们与老年居民结对，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邀请党员骑手作为代表参与
座谈，为社区治理、商圈发展建言献
策；积极推进典型选树，让更多骑手成
为“平安网格之星”，提升其荣誉感和
归属感。“此前骑手提出的绿化、停车
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沈澎澎
说。

骑手在取餐过程中，能观察到店铺
证照公示是否完善、餐饮环境卫生是否
达标。常州经开区市场监管局遥观分
局便聘请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社会监督
员，鼓励骑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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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台词道出了田洪聚的心声。
两年来，他在常州打拼，越来越感受到
这座城市的温度：“如果订单太多、天
气恶劣导致无法准时配送，我与顾客
沟通，一般都能得到谅解；与平台沟
通，平台也能调整订单分配、优化配送
路线，减轻我们的配送压力。”

遥观镇的“骑手友好”尝试——

双向奔赴，“配送之路”更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