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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又起
12 日，杭州绿城西溪世纪中心一名保安

与外卖骑手发生冲突，网络流传一张黄衣骑

手下跪的照片，部分外卖人员要求物业现场

“道歉”。

一名参与声援的外卖员告诉记者：“看到

外卖员下跪的照片，我就过来了。虽然不认识

当事人，但看到这一幕觉得很心酸。”

13日，多名外卖员说，此前该园区不能骑

车进入，现在则可骑入。西溪世纪中心园区一

名物业人员表示，目前他们对于外卖人员“只

提醒，不强行拦”。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发布通报称：8
月 12日中午，某外卖平台一男性外卖骑手王

某某在我区西溪世纪中心园区送外卖过程中

将栏杆踩歪，被园区保安拦下，该外卖员因担

心影响其他订单派送遂下跪，后引发现场人

员聚集。属地派出所接警后立即出警赴现场

处置，对涉事人员依法开展调查，后续将依据

调查情况依法处理。

美团方面表示，冲突发生后，美团第一时

间派遣专员前往现场协助骑手小哥处理冲

突，并为其向物业支付围栏维修费用。对于此

次冲突中骑手可能遭遇的不公正对待问题，

将根据骑手小哥的诉求提供各类相应援助。

尽管事件前因后果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但这

一偶然事件再次将外卖小哥与保安人员的矛

盾暴露在公共视线之中。

“新华视点”记者梳理发现，类似矛盾并

不鲜见。在此前警方通报事件中，有多起外卖

小哥与保安人员发生争执进而引发肢体冲

突，甚至导致伤亡的事件。

不少外卖小哥向记者表示，自己曾被保

安一次次告知或呵斥，“外卖车不能进”。

一名外卖小哥称，某小区保安不允许外

卖车进入，之后他骑平衡车去送单，出来后被

保安拔掉车钥匙，冲动下敲坏桌子，引发冲突。

最终他赔了物业 300元了事，还因配送超时被

扣了钱。

与此同时，作为社区安全“守门人”，不少保

安与物业管理人员也颇感无奈。

北京丰台某小区一名物业经理说：“有些业

主希望我们放松管理；有些业主则认为，骑手不

登记进入小区，骑着电动车穿行，会增加安全隐

患，要求加强管理。物业保安也是左右为难。”一

名保安说：“之前有外卖骑手车速过快撞倒业

主，不给进也是为了业主的安全着想。”

保安李师傅说，曾有业主投诉外卖员随便

进出小区；部分外卖小哥乱停乱放电动车，早

晚高峰时业主也有意见；还有一些外卖小哥会

跨栏、强行闯入，“我们的工作也不好做”。

骑手与保安冲突后下跪引热议

如何畅通外卖配送“最后100米”？

难题待解
如何更好破解难题，畅通外卖配送的“最

后 100米”？
受访专家认为，不应简单为此类事件“贴

标签”，推进制度建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推
动更多主体介入，共同协商，寻求建设性的解
决方案。

甘海滨建议，应进一步完善街道、社区、写
字楼等重点配送区域的基层治理。通过集体协
商，明确行为守则。同时，制定更有效率的外来
人员登记制度，通过人性化设置临时停车区、
送餐柜等设施，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记者了解到，已有平台和部分街道、社区
合作，探索平衡效率与安全的更优解。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十几个城市建立超
过 100 个“骑手友好社区”，为骑手开通出入
绿色通道、划定专用停车区、建设骑手驿站
等。在美团骑手 App 里，对应的小区地图也进
行了更新，骑手可更方便地查询小区出入口
和楼号。

7 月，同样是在杭州，“小哥码”正式推出。
骑手获得专属电子通行证后，在一些小区扫码
就能进入，找楼也更方便。有小哥反馈，现在扫
码进门只要十几秒，送单更快超时更少。

也有一些地方的物业采取了“换乘方案”。

如在安徽省宿州市某小区，物业公司专门购置
自行车放置在小区主要出入口，提供给外卖
员、快递员“换乘”。

2023 年 11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
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
则公示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
服务指南》，为外卖骑手等群体系上保障的

“安全带”。指南提出，平台企业要建立健全
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和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申诉机制，畅通线上和线
下沟通渠道。

多名外卖员表示，希望平台更多关注配送
“最后 100 米”的复杂情况，利用智能算法，优
化奖惩机制与配送路线，减少因时间紧迫导致
的冲突。对因“门难进”导致的超时罚款，设立
更畅通的申诉渠道。

此外，曹磊等受访人士建议，加强对外卖
小哥的安全培训，优化意外事件应对保障。引
导物业公司完善管理方案，对保安人员加强服
务意识、沟通技巧等培训。“多一些换位思考，
多一些相互理解。外卖小哥和保安人员都值得
被更有温度地对待。”

据新华社

矛盾背后
多次冲突暴露出外卖配送的“最后 100

米”难题。不少受访人士认为，矛盾背后，是保

安人员与外卖小哥分别承受的系统压力，一

些问题应进一步厘清。

不少物业人员表示，他们也理解外卖小

哥不容易，但小区有相关规定，禁止骑行旨在

保障老人、儿童的安全。

那么，物业及保安是否有权对外卖小哥

做出限制性规定？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甘海滨

说，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区域具有物权。外卖

员能否进入小区，应由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

会根据小区实际情况、业主意愿及物业管理

需要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如果骑手造成物

业设施损坏，可协商赔偿，但不应直接罚款。

浙江省消保委网络消费委员会委员、网

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保安

要维护安全秩序，而外卖员则要追求效率，两

者容易产生矛盾。部分保安自恃掌握看门的

“权力”，容易表现得更为强势。

甘海滨说，如果保安在执行小区管理规

定时，采取非法手段，或使用暴力、侮辱性方

式阻止外卖小哥进入小区，则构成对权力的

滥用。

外卖小哥与保安、物业管理人员的矛盾

背后，平台经济下劳动者面临的压力与权益

困境也不容忽视。

1小时、45分钟、30分钟……近年来，外卖

平台配送速度不断提升。此前，有外卖平台在

北京地区上线“15分钟极速达”服务，并向用户

承诺“每超时1分钟赔2元红包，10元封顶”。

“您有一个订单还有 5 分钟超时”。这是

让外卖小哥们最有压力的瞬间。

一名外卖骑手说，超时往往是因外界因

素，而非骑手故意为之。比如，在午餐高峰期，

一些商业体电梯繁忙，一上一下耗时很长；一

些小区禁止骑车进入，骑手不得不走进去。然

而，通过平台申诉，理由往往被驳回。

“耽搁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变成罚款

和投诉。”有外卖骑手表示，前几日跑的一单

19 元，因超时 15 分钟，被平台扣了 8.5 元。多

名外卖小哥反映，大部分单子每单仅挣几元

钱，而配送的“最后 100米”却面临多种阻碍，

平台应予以合理考量。

以共融、共护
化解骑手保安冲突

肖星平

近日，在杭州西溪世纪中心园区，骑

手王某某因急于送餐而不慎踩歪栏杆，

被保安拦下后，竟以下跪的方式祈求放

行，这一幕深深刺痛了社会的神经。这不

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冲突，更是骑手与保

安这两个群体在制度缝隙中挣扎求生的

缩影。

骑手与保安，本是城市服务体系中

不可或缺的两环，共同致力于为业主提

供便捷与安全。骑手穿梭于城市的脉络

之间，将一份份温暖送达千家万户；保安

则坚守在社区的门户之前，守护着居民

的安全与安宁。然而，当两者相遇，本应

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的场景，却常常因各

种原因演变成激烈的冲突。

我们应深刻认识到，骑手与保安，都

是城市底层的奋斗者，他们为了生活，在

各自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与挑战。他们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

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与执行的不人性

化。物业与外卖平台，作为管理者，应当

承担起应有的责任，通过优化规则、加强

沟通、提升服务等措施，为骑手与保安创

造一个更加和谐、友好的工作环境。

此外，政府相关部门也应积极介入，

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与政策，给予骑手

与保安等底层民众更多的关怀与支持

——包括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规范

行业行为标准、加强职业培训与技能提

升、提高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等。通过一

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让骑手与保安感

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从而激发他们

的工作热情与创造力，为城市的发展贡

献更多力量。

总之，骑手与保安的冲突问题，不仅

关乎个体的尊严与权益，更关乎社会的

和谐与稳定。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

注这一问题，以共融之心化解群体冲突，

以共护之举呵护底层民众。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

社会，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奋斗者都

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关怀。

评论

日前，杭州一名保安与外卖骑手发
生冲突，因外卖骑手下跪而引发广泛关注。

类似事件屡有发生，折射出行为边界、基层治
理、平台规则等深层次问题。畅通配送“最后

100米”，共建“骑手友好社区”，仍需进
一步推动制度建设。

难点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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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一场“乡村 DJ”让茶

陵县高陇镇龙匣村“火”了，近万名

游客纷至沓来，体验茶陵“趣”村游

2024“荷美”龙匣乡村游活动，畅玩

千亩荷塘边的音乐趴。5 天过去了，

龙匣村乡村旅游活动没有停歇，游

客依然不少。不少人感慨，这里就是

他们印象中的和美乡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但和美乡村是什

么模样？近日，记者走进龙匣村，看

一看这个游客口中的和美乡村样

板，感受其“留”与“改”的智慧。

“老”文化
“留”住乡愁乡韵

走进龙匣村，一股“文气”扑面

而来。村部人工湖边，由明代李东阳

等名人牌组成的文化长廊，讲述的

“茶陵诗派”的故事；坐落在村中心

的恢弘祠堂里，满墙的进士介绍彰

显着乡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千亩荷

塘中栈道凉亭上悬挂的名人诗画，

让人在畅游美景时感受诗情画意。

一种名叫“东阳文化”的历史文

脉，成为龙匣村精神文化的“根”，也

是该村最大特色。和美乡村建设绝

不是按照统一标准建成“千村一

面”，更不是简单粗暴地推倒重建，

“留”应是其题中之义。留什么？留乡

村文化资源，留和美文化之根。

留乡村文化资源，留和美文化

之根，就留住了“乡愁”。尽管龙匣如

今的村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但那

些承载着“东阳文化”的历史墙绘、

合力新修的宗嗣祠堂、意境优美的

诗词歌赋，不仅留住了村庄的“魂”，

还招引着游子们回乡。

去年，80后李秋华放弃了广州基

建事业，回村办起了民宿，卖起了土

特产，助力家乡发展。而像他这样的

人，在龙匣村并不少见，村里千亩荷

塘、东阳山庄、脐橙基地等产业，都是

返乡乡贤彭金文等人发展起来的。

留乡村文化资源，留和美文化

之根，还留住了“乡风”。传承李东阳

等名人清廉节俭、孝老爱亲的作风，

龙匣村多年来倡导“肉价随礼”，在

人情上做减法，在文明上做加法，猪

肉市价是多少，酒席随礼给多少；李

氏宗祠如今变身合约食堂，解决村

里孤寡、空巢老人的吃饭问题。

当然，和美乡村建设，“留”不能

止于保护和存留，还要进一步挖掘

和发扬乡村特色文化。去年，湖南工

业大学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龙匣村

后，利用学校资源，深入分析龙匣村

的历史文化特色，制定了《茶陵县高

陇镇龙匣村 2023-2025 年乡村振兴

规划项目实施方案》，打造了东阳文

化长廊、千亩荷塘栈道等新景点，并

在此基础上集中力量打造建设龙匣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以“东阳文

化”为内核，繁荣乡村文旅产业。而

此次“荷美”龙匣乡村游，让近 10 万

名游客见证了乡村蝶变。

新业态
丰富美好生活

和美乡村以“宜居宜业”一词，

精准概括了古往今来人们共同的至

高追求——安居乐业。按照这一标

准，和美乡村不仅要有优美的环境，

还要有新期待。

如何满足百姓对建设美丽家

园、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景和期盼？曾

经先后获得市人居环境整治百村示

范村、省美丽乡村示范村的龙匣村，

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不搞大拆大建，

尊重环境的承载力，遵循自然的原

始美，打造集生态农业与旅游观光

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型农村。

“我家龙匣水，滚滚入南溪。”李

东阳口中的南溪，正是环绕龙匣村

的这条小溪。这里曾经河道淤堵，垃

圾漂浮，但随着人居环境整治，还清

溪本来面貌，如今不少浅滩成为村

民游客休憩的好去处。

人居环境整治是和美乡村建设

的第一场硬仗。近年来，龙匣村立足

“清脏、治乱、强基、增美”，积极完善

基础设施，通过艺术赋能，对旧民

居、破厂房等开展“小规模、小尺度、

渐进式”艺术化改造，让乡村面貌焕

然一新。

打造理想的乡村新貌，既包括

村容之新，也包括业态之新。凭借良

好的水生态优势，龙匣村大面积种

植荷花、有机水稻、金丝黄菊等特色

农作物，今年还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引进中药材种植产业落户，借此探

索农旅融合新方向。

如今，千亩荷塘不仅成为美景，

更是富民产业。依托香莲种植产业，

龙匣村打造集“生产、生活、生态、诗

画景观、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千亩龙

匣荷花产业区，不断释放“美丽经

济”，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同

时，该村还办起了莲子加工厂，今年

借助湖南工业大学的支持，对莲子加

工产业进行再升级，产品走俏市场。

和美乡村建设既要保留乡村底

色，以文化之根与魂凝聚人心，还要

完善新设施、开发新业态，以文化之

兴、产业之兴吸引人、留住人。有人

来，有事干，有钱赚，这或许就是和

美乡村应有的模样。

龙匣村美丽荷塘吸引游客来玩。 记者/陈洲平 摄

双管齐下美乡村
从茶陵龙匣村实践看和美乡村建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祝笋
县市新闻头条冠名

上半年，醴陵“社零额”同比增长5.7%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

陈君） 今年以来，醴陵文旅市场活力足，

激活消费市场“一池春水”。日前，该市统计

部门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快报，显示完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1.3亿元，同比增长

5.7%，高于株洲市平均水平 0.5个百分点。

8 月 13 日中午，位于醴陵市瓷城大道

的福启沅大酒店已是高朋满座，厨房里锅

碗瓢盆的碰撞声此起彼伏，一盘盘热气腾

腾、香气扑鼻的佳肴陆续出炉。该酒店负责

人介绍，今年店里在多个社交平台推出团

购套餐，备受好评，其中外地游客来店用餐

的比例显著增加，上半年销售额稳中有进。

今年上半年，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第

五届中国烟花爆竹博览会、第二届醴陵炒粉

节等活动相继举行，为醴陵带来巨大的流

量，五湖四海的客商、游客等汇聚于此，节会

期间该市规模酒店基本满房。

醴陵市瓷城古韵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杨佳妮介绍，今年市里举办的一系列

大型活动，为一江两岸的人流、客流提升带

来了显著的效果。“炒粉节期间，街区游客增

长了约 50%，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达到 60%。”

她说，不少门店单日销售额呈几何倍数增

长，甚至创建店以来新高。

与此同时，聚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醴

陵市深度开发“烟花秀”“捡瓷”“醴陵美食”

等一批既有特色 IP，打造一站式文旅休闲、

体验创意聚集地。上半年，该市解锁“流量密

码”，多次登上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热搜

榜，成为餐饮业和旅游业的新晋“网红城

市”，持续释放了消费活力。

攸县4万亩再生稻喜获丰收
亩产超700公斤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
员/刘卫红 侯亚琦） 日前，攸县再生稻头
季开镰，经省测产专家组现场验收，平均亩
产干谷 705公斤。

再生稻是“一种两收”的水稻种植模式，
即头季水稻收割之后，利用稻桩上存活的休
眠芽再长一茬水稻。今年，攸县共种植再生稻
4万余亩，遵循“良种、良法”原则进行栽培，
首次引进浙大荃优1610品种。

在新市镇协塘村百亩连片水稻种植示
范片，金黄的稻谷颗粒饱满，压弯了稻穗。收
割机随机选取 3块田进行收割，由省农业大

学、省农科院专家组成的测产组现场开展面
积丈量、产量实测、水分检测。“亩产干谷 705
公斤，属于高产优质类型，达到了超级稻标
准，在百亩连片示范片有这样的效果，可以
说是达到了非常高的产量。”省测产专家组
组长雷东阳说。

新市镇协塘村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贺
清生告诉记者，今年种植的再生稻品种结
合了南方的籼稻与北方的粳稻优点，再生
能力强、耐肥抗倒、产量高，按照今年粮食
最低收购价计算，种植户每亩可增收 600
元左右。

渌口推出自有咖啡品牌“LOOK UP”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

讯员/苏星照） 8月12日，渌口区首家自有咖
啡品牌“LOOK UP”咖啡馆正式开业。

咖啡馆位于渌湘大厦一楼，记者在店
内看到，可供选购的经典咖啡、特调咖啡与
无咖饮品共有 9 款，其中招牌柠檬桂子油
冰咖颇受青睐。不同风味的咖啡豆与印有

“LOOK UP”商标的咖啡杯、手提袋、钥匙
扣等品牌周边整齐地陈列在展示货架上，
店内外还设置了具有氛围感的拍照打卡
区，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年轻顾客的
多元化需求。

“LOOK UP”谐音渌咖，寓意积极向
上、青春活力。“LOOK UP”咖啡馆由知名咖

啡品牌“三顿半”的供应商——渌口本土企
业湖南拾贰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该公司是一家以新萃取技术驱动的科技创
新企业，集产品/设备研发、销售、服务于一
体，主营产品为焙炒咖啡、咖啡豆、挂耳咖
啡、OEM代工咖啡等。

该区将咖啡与文旅文创相结合，渌口博
物馆、蓬源仙、岳峰古寺、杨得志故居等本土
自然、人文景观，被以手绘形式呈现在咖啡
杯与杯套上。据悉，该区将沿着旅游路线，将

“LOOK UP”咖啡馆开到龙潭蓬源仙、朱亭
五号山谷、南洲水仙湖等地，也将开启外卖
业务，咖啡馆还将结合本土乡村特色，推出
梨膏咖啡等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