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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使用优惠券带动市集商户的繁
荣，小哥凭借送餐间隙守护社区安全，蛟
川街道的“暖新”实践正逐渐形成“共建
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新就业群体作
为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他们的融入
与参与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通
过提供针对性服务，街道让新就业群体
感受到城市的温暖，激发他们回馈社会
的积极性，实现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
能”的转变。“新就业群体在城市运转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通过一系
列‘暖新’举措，旨在让他们更好地融入
城市生活，同时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
实现服务与治理的良性互动。”蛟川街道
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方毅瑜 文/摄

从“骑手优惠”到“共治先锋”

看一张优惠券
如何泛起
基层治理

近日，位于镇海蛟川
街道青枫社区的春风市
集，成了不少外卖骑手、快
递小哥的暖心市集。

“这里不仅吃饭商铺
选择余地大，而且味道也
很不错，还能用券买菜，极
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4月 18 日，外卖骑手陈师
傅手持一张定向优惠券，
仅花费 5元便吃上了一碗
热气腾腾的馄饨。

春风市集不仅是周边
居民的生活圈，也是蛟川
街道为新就业群体精心打
造的“能量补给站”。在
几天前市集开业当天，工
作人员向街道辖区内的美
团、饿了么等骑手站点发
放了 4 月公益基金——
400 张价值 5元的定向优
惠券。市集内 20 余家商
户，涵盖早餐铺、便利店、
药店及水果店等，均支持
使用该优惠券，为骑手们
提供专属折扣。不仅如
此，市集每月还会投入
2000元公益基金，持续惠
及新就业群体。优惠券上
“骑手专享”的标识，不仅
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实惠，
更成为蛟川街道“暖新”实
践的生动注脚，同时也开
启了服务与治理深度融合
的新路径。

蛟川街道对新就业群体的关怀，
并非局限于物质层面的短期补贴，而
是着眼于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支持，致
力于从“小切口”打造“大生态”。骑
手徐师傅展示着手机上的“甬爱码”
表示：“过去常常担忧电动车电量不
足，如今通过这个应用，充换电站位
置一目了然。”

在蛟川街道，已有26个小区升
级为“骑手友好小区”，其中25个允
许骑手骑车进入。饿了么骑手俞晓
红谈及此变化时表示：“以往进出小
区常被保安阻拦，送餐需绕路，耗时
费力。现在通行顺畅，大大提高了送
餐效率。”此外，鲜枫水果超市、阿明
理发店、龙成药店等13家“甬爱商
家”主动为骑手提供免费茶水、充电
及休憩服务。而覆盖全街道的“甬
爱码”APP，更是集驿站查询、充换电
站导航及商家优惠信息于一体，成为
骑手们生活与工作的得力助手。这
些举措，从出行便利到日常休憩，为
新就业群体编织起一张温暖的服务
网络，让他们在城市中感受到切实的
关怀与尊重。

“暖新”行动不仅关注新就业群体的
物质保障，更聚焦于如何将这一群体从城
市异乡人转化为城市主理人，为基层治理
贡献力量。镇电社区与临江社区在这方
面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探索。

镇电社区“甬爱E家”世贸广场站设
立的“小蜜蜂法援联络点”，为新就业群体
的权益保障提供了坚实支撑。专职律师
欧阳春晓正在为快递员小李调解一起交
通事故纠纷。小李对此深感欣慰：“过去
觉得维权程序烦琐、成本高昂，如今有了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心里踏实多了。”该联
络点由镇海区司法局与蛟川街道联合成
立，依托“护蜂律师团”开展普法讲座、矛
盾调解等活动，成为新就业群体的“移动
法律盾牌”，增强了他们依法维权的意识
与能力。

临江社区则创新推出“网格圆桌派”
机制，邀请骑手担任“民情联络员”。外卖
小哥王强在送餐途中发现某小区消防通
道被杂物堵塞，立即通过“甬爱码”APP
上报。社区网格员迅速联动物业，2小时
内完成清理，并将整改结果反馈给王强。

王强自豪地说：“现在我不仅是配送
员，还能为社区安全出一份力。”目前，临
江社区已有21名快递小哥经培训成为

“社区合伙人”，累计上报安全隐患线索
39条，解决率高达98%。这一转变，不仅
拓宽了社区治理的信息渠道，更激发了新
就业群体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与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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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在商家使用优惠券骑手在商家使用优惠券。。

社区工作者和骑手分享基层治理经验社区工作者和骑手分享基层治理经验。。

外卖骑手与社区工作者讨论如何守护小区安全外卖骑手与社区工作者讨论如何守护小区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