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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曾感动全网的三位“小哥”以杭州亚运会火炬

手的身份再次回到公众视线——

跳桥救人的外卖小哥彭清林将家乡企业和个人赠予的

物质奖励用于教育事业，成立了爱心公益中心，帮助家庭困

难的学子“用知识改变命运”。9月8日，他在杭州执炬。

冬夜跳河救人的外卖小哥张洪叶获评“湖州市见义

勇为先进人物”并记二等功，入选 2023年第二季度“浙江

好人”。9月 9日，他在湖州执炬。

20 年无偿献血 33000 多毫升的快递小哥胡敏，在工

作岗位 17年兢兢业业。今年，他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9月 10日，他在嘉兴执炬。

连续三天，三位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哥”执炬奔跑，再

次让我们看到凡人微光背后的精神力量。他们以平凡人之

躯，或不计生死见义勇为，或二十年如一日无偿献血，以匹

夫柔情道义谱写最朴实的善意与勇气，怎不叫人动容？

最直抵人心的，是平凡人的熠熠生辉。传递火炬本

身也是一种象征，正如他们都曾表示，将继续帮助他人、

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被接力传递的火炬，正体现了对

这一精神追求的延续。就像本届亚运会的口号一样：心

心相融，爱达未来。

他们被选为火炬手，传递了强烈的信号。首先，选定

具有代表性的几位小哥担任火炬手，是对小哥个体及其

事迹的赞扬嘉许，同时是其所在行业及公众的共同期待，

也彰显了社会各界对新业态劳动者的关注和肯定。其

次，火炬手体现着本届亚运会的精气神，他们来自各行各

业，用心交融，互相包容，传递自信乐观、不畏挑战、共迎

美好的期许。

其实，生活中不乏类似的例子，普通劳动者“逆行”也

好，散发微光也罢，动人之处在于他们身上蕴藏的“生活

匠心”——爱生活、爱劳动，尊重生命、努力活着。那些频

频戳中我们泪点和内心柔软之处的小故事，其主角是我

们身边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等陌生的平凡人，他们让我

们看到再微小的善举也可以汇聚成社会暖流，淌过每个

人的心田，浸润一粒粒善意的种子，让人们相信美好和希

望，更愿意与之相向而行。

或许，点赞火炬手及其事迹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希望

更多人都能够成为善意的撒播者和爱心的传递者。

执炬奔跑，人性之美与运动之火交相辉映，生生不

息。这份精神力量，我们要看得见、接得住，更要传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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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黎浩

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

者黑景区，28 岁的外卖骑手陈婷婷划着小

船，穿过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荷塘，将一份外卖

送到顾客手中。近期，到景区游玩的游客发

现了一项新的景区服务——外卖骑手穿梭在

景区各个角落，把餐品、生活用品等及时送到

用户手里。

随着数字化经济的下沉，而今，不仅是

在大城市，不少小城景区也可以点到外卖。

美团外卖数据显示，7月份以来，全国小城景

区的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了 65%以上，景区

外卖正成为小城夏日旅游消费新现象，让更

多游客体验到“足不出园”也能“点外卖”的

快乐。

远离大城市的普者黑景区是典型的喀斯

特岩溶地貌，田园、湿地、峰林等景观交错，素

有“遁世桃源”的美誉。2023 年夏天以来，该

景区能够便捷地点到外卖，外卖骑手成为普

者黑景区运转体系的一环，外卖服务也给当

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游客点单时，会将收货地址标注为某个

桥、某个亭子或者某个马车停车场旁边。陈

婷婷说，“在大城市，骑个电动车就能直接抵

达终点。在景区里，我需要同时掌握陆路和

水路交通工具，比如某个游客定位是在某个

湖泊旁边，我就划船过去送会更加方便，这种

送外卖的体验也非常有趣。”

陈婷婷介绍，夏季天热，有时候会有游客

中暑，便点外卖买解暑药。“这样的订单比较

紧急，有的地方需要马车通行，但时常会堵马

车，有的地方只能行走通过。”陈婷婷说，送这

样的单子，她会和其他骑手接力，一人送一段

路，就像是在学校里参加接力赛一样。

坐在湖边，点几杯奶茶外卖，朋友们一起

打卡拍照特别出片。游客小于告诉记者，她

每年都来普者黑玩，在以前，买个东西常常跑

很远，如今坐在湖边等骑手送来就行，特别方

便。“景区非常大，步行去发现美食并不容易，

有了景区外卖服务很方便。”

今年春季，陈婷婷来到普者黑游玩，她看

到路边招聘骑手的信息后，决定留在这个美

丽的地方。“在这里待久了，你会看到旅游时

很难看到的日出日落，太美了。”

景区的商家也很欢迎骑手的到来，一家

经营当地特色美食的商户介绍，“我们门店

开在景区里面，以前，旅游旺季或淡季对我

们的影响比较明显。现在上线了外卖平台，

门店有了更稳定的流水，更多的客人。除了

游客，景区周边的居民都可以点到我们家的

美食了。”

据统计，目前普者黑景区已经有 40余家

商家上线了外卖平台。“4 月份以来，外卖服

务入驻普者黑景区，商家的外卖订单量以月

平均增长速度超过 200%在增长，上线的商家

包括正餐、茶饮、烧烤、日用百货、药店等，能

够满足游客的日常出行需求。”普者黑景区美

团外卖负责人告诉记者。

景区外卖成旅游消费新现象
外卖员划船、乘马车等接力配送，为游客带来方便

本报记者 陈丹丹

“本月 24日起，北京市的部分外卖柜，存

放配送订单需支付服务费每单 0.45 元……”

外卖骑手张某斌清晰地记得，那是 7 月中旬

的一天，正在用餐高峰期送单的他，突然在派

单软件上收到了这则通知，“当时骑着车子，

心里直发慌，一个月又得少收入几百元。”

“最开始外卖柜是不收费的，后来叫我们

骑手自己掏钱。”老家河南周口的张某斌在北

京做骑手已有 5年。记者调查发现，近期，深

圳、上海、北京等全国多地的外卖柜开始向外

卖骑手收取服务费，不同于几年前的“免费使

用”和去年的“试点收费”，此次外卖柜收费范

围更为普遍，覆盖多个城市及外卖平台，呈现

出“由点到面”的趋势。

外卖柜给骑手和顾客带来了哪些改变？

这笔服务费到底该不该收？由骑手承担费用

是否合理？如何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促

进外卖柜的合理使用与长远发展？《工人日

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外卖柜使用率有差异

外卖柜是近年来为解决外卖配送“最后

100 米”难题而推广的“智能取餐柜”，被广泛

应用于写字楼、公寓、医院、高校等封闭性较

高、送餐环境复杂的场景。每个外卖柜配有

数十个可扫码的柜格，外卖骑手扫码解锁柜

格存放外卖，再由顾客输入验证码取餐。

近日，记者走访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的

某写字楼一层，门禁刷卡口旁设有一处 42个

柜格的外卖柜。据记者现场统计，在 12 时~

13 时的一小时内，共有 100 多单外卖被存取

于外卖柜，仅有 7 单是由顾客直接从外卖员

手中取餐。“一到中午柜子就塞满了，有时候

还放不下。”该写字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说。

“好多单子都是送到同一个地方，有柜子

的话能同时送达，也不耽误跑下一单。”外卖

骑手杨师傅说，“大楼中午电梯不够用，只让

坐货梯，一趟七八分钟都下不来，每回都超时

扣钱，还不如花点钱存柜子。”

“放外卖柜很安全，起码不会丢。”在该写

字楼上班的刘女士表示，外卖柜带来了一定

便利，“有急事或者开会时，能晚会儿下来取。”

但是，也有部分外卖柜的周转率并不

高。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某公寓大厅内，

记者看到，只有零星几单外卖存放在柜子中，

多数餐品被放置于旁边的地面。

“咋会舍得放，一单才赚2.5元，一个柜子收

0.5元！”来此送奶茶的外卖骑手王师傅摇了摇

头，“小公寓单子少，我们很多人都不放柜子。”

谁该为服务费买单

一笔又一笔的服务费，对于外卖骑手意

味着什么？

“一单按 0.45元算，我 8月差不多给柜子

交了 300 多元。”外卖柜开始收费后，张某斌

一个月少挣的钱约等于他近一周的房租。

不同于全职担任专送骑手的张某斌，28

岁的小凯曾是一名兼职众包骑手，平日在餐

馆当服务员，空闲时会“抢几笔好单子”。在

得知北京的外卖柜开始收费后，小凯犹豫再

三，最终放弃了这份兼职。

“一单配送费 3 元，外卖柜收 0.45 元，租

电动车电池 1天 10元，车坏了还要修，跑几个

单最后倒贴钱。”小凯无奈地说。

记者了解到，不同城市、平台的外卖柜收

费标准略有浮动，骑手存放 1 单的价格总体

在 0.3元~0.6元之间。此外，有外卖平台推出

了服务费积分和月卡制度，骑手可以充值、预

存外卖柜服务费，“积分抵扣会便宜点儿，但

并不多。”张某斌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卖柜服务费高低之

外，引起争议的另一焦点在于——谁该为此

买单？

“为啥给平台打工，还要给平台交钱？”张

某斌作为专送骑手，与平台签订了协议并接

受集中培训，在他看来，使用外卖柜应该免费

或者由平台承担费用。而一位众包骑手则认

为，“有柜子能多送几单，多跑跑也就回本了。”

某平台的外卖柜客服向记者介绍，外卖

柜投放后平台方需要支付场地费、维修费、电

费等多项费用，“外卖柜还没有大面积投放广

告，很多都是跟第三方运营商合作推广的，不

收费怎么维持下去？”

而对于这笔费用该由谁承担，顾客也有

自己的看法。“我已经付了配送费，柜子的钱

不该我交。”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一位消费者

表示，“小哥有时候不打招呼就把饭放在了柜

子里，我还要花时间下楼取。”

“有很多顾客根本不知道柜子要收钱。”

外卖骑手张师傅告诉记者，他常常会通过私

信告知顾客外卖柜向骑手收费，“有的顾客

会直接让我把餐放在旁边，也有的还让放柜

子里。”

亟须分场景细化收费标准

“外卖柜应该向谁收费，需要从权利义务

配置层面进行考量。”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王

素芬告诉记者，目前，外卖柜的普遍收费逻辑

为“谁使用谁付费”“谁获益谁付费”，但这种

收费方式较为粗放，应区分具体场景，细化外

卖柜的使用和收费标准。

王素芬认为，“智能外卖柜商业模式运营

至少涉及四方利益主体——订餐顾客、外卖

员、用工主体（外卖平台或第三方合作企业）与

外卖柜运营商。”其中，外卖员与用工主体的关

系认定，对配置各方权利义务起到关键作用。

“在劳动关系成立的前提下，对于专送骑

手，因工作原因所产生的必要支出费用，如顾

客主动指定外卖柜作为收餐点所产生的服务

费用，应由用工主体承担。”王素芬建议，在尊

重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基础上，主动选

择使用外卖柜的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可以

通过让渡经济收益，承担部分相关费用，以获

取使用外卖柜带来的时间和体力上的便利。

此外，“平台因为外卖员的配送服务行为

而获益是不能否认的，应在整体上基于其获益

比例，承担一部分外卖柜使用费用。”王素芬说。

对于部分骑手提到的“外卖柜由平台承

担全部费用”的措施，有受访专家指出，取消

费用短期内可能缓解骑手的抵触情绪，但从

长远来看则无法保障其服务的可持续供给。

“最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卖不再入户配

送，造成外卖行业顾客认同度的降低，这样必

然影响到整体平台业务的发展，导致骑手整

体就业机会的减少。”王素芬说。

“如果骑手都用外卖柜存餐，每一单的送

餐时间减少，平台算法会不会因此缩短平均

派送时间？”面对记者的提问，张某斌说，自己

和其他骑手大多“不太清楚什么是算法，但需

要靠跑单赚钱”。

近日，全国多地的外卖柜开始面向骑手收取服务费。与几年前的“免费使用”和去

年的“试点收费”不同，此次收费范围更广、覆盖城市更多。针对这笔费用该不该收、向

谁收、怎么收等问题，各方意见并不一致。受访学者认为，外卖柜商业模式运营至少涉

及四方利益主体，应区分具体场景、细化外卖柜的使用和收费标准。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近日，全国优强民

营企业助力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大会民

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专场活动在山东济南举

行。活动以“践行民营企业担当 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为主题，旨在立足民营企业优势，大

力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全面推进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助力实现农

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全国工商联在“万

企帮万村”行动基础上，牵头组织实施“万企

兴万村”行动，掀起了民营企业投身乡村振兴

的热潮。“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两年多来，广

大民营企业以产业振兴为基础，探索了多种

有效兴村路径。有的民营企业依托乡村特色

资源，实施特色种养殖、民俗旅游、田园综合

体、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及贸易、现代物流等产

业项目，促进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有的民

营企业聚焦民生改善，以慈行善举、公益帮扶

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依文集团董事长

夏华倡议，广大民营企业用实际行动积极响

应党中央号召，进一步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争做“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的典

范；进一步展现责任担当、发挥自身优势，通

过开展经营性合作、公益性帮扶，努力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再创

新业、再立新功。

据介绍，山东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发展，把

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作为推进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提档升级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

“金融服务进企业”活动，实施“联企兴村贷”

“富民生产贷”等，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提供

了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专场活动举行

“万企兴万村”启动两年
探索出多种兴村路径

北京将选树50名最美农民工
面向基层和一线岗位，每人奖励 1万元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近日，北京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

办公室启动“2023年北京市选树最美农民工活动”，面向劳动

年龄内、户籍在农村、现在北京市连续就业或自主创业满 3年

的本地和外埠农民工，在全市范围内选树最美农民工 50 名，

并将为他们颁发证书，给予每人 1万元奖励。

本次选树活动以“讴歌最美人生、展现时代风采”为主题，

要求参选的农民工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奋发进取，立足工作

岗位，重点突出品德高尚美、爱岗敬业美、工匠精神美、创业带

动美、乡村振兴美等五个方面。同时，坚持公开透明、面向基

层、择优推选的原则，自下而上，逐级申报，各区在 10 月 10 日

前上报候选人，经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核评定，预

计年底前将确定 50名最美农民工，并予以宣传展示。

通过本次选树活动，激励北京市各行各业农民工发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农民工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精益求精、无私奉

献的优秀品质，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

行为，引导广大农民工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9月13日，养殖户在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小山乡蔡家庄村养殖虾池搬运刚收获的对虾。
金秋时节，在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盐碱滩涂养殖池，养殖户正忙着捕捞对虾，一派繁忙

景象。海兴县地处渤海之滨，土地盐碱化严重，种植效益差。近年来，当地依托盐碱滩涂搞
起了特色水产规模化养殖，打造“蓝色粮仓”，目前已成为海兴县主导产业之一。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蓝色粮仓”收获忙

“小修小补”入驻社区便民小店
9月14日，商户黄贤德在龙泉街道的社区服务便民小店

内为居民配钥匙。
从今年初开始，为切实解决老城旧巷里的“小修小补”流

摊管理难矛盾，浙江省湖州市龙泉街道在全市率先开展“小修
小补”行业集中办证规范服务试点改革。目前，龙泉街道已建
立“小修小补”公示商户清单18家，完成首批社区便民小店常
态化入驻8家，每月服务超500人次，业务增长量超30%。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