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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陈旭

进门难、充电难、休息难、停车难、找楼难……外卖骑手为

居民用餐提供便利，但往往在辛劳工作中遇到各种困难，甚至

因小问题引发大冲突。构建“骑手友好社区”，正向社会发出

多元共治的文明倡议。

破解骑手“进门难”

外卖骑手与小区保安发生争执的事件并不鲜见。记者调研发现，

许多小区物业管理者是出于维护居民安全和社区秩序的考虑，并非刻

意刁难。一方为了维护业主权益，一方为了让业主按时拿到餐品，鱼

和熊掌真不可兼得吗？

相比一“禁”了之，全国多地正在推进“骑手友好社区”“友好商圈”

“友好园区”建设，社区、物业、站点三方共建共治。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的橄榄城小区是周边“人车分流”严

管闻名的小区，已做骑手6年的付丛荣带着记者来到小区门口。“以前

进小区要人工登记，中午送餐高峰骑手扎堆排队登记能排40多人。”付

丛荣说，现在扫“速通码”，一秒完成，再也不用手填，大大提高了进门

效率。

望京街道党群办科长康洋介绍，速通码8月底上线以来，单个小区

扫码110人次，赢得了骑手和居民的点赞。

“与骑手更近，同小哥更亲”

全国多地主管部门牵头下，骑手友好行动正在生根发芽。2024年

1月，全国首批骑手友好社区落地北京昌平天通苑；4月，湖北省有关部

门形成《外卖小哥“进门难”专题调研报告》，计划造百个“友好小区”

“友好楼宇商圈”；7月，深圳龙华全域建设“骑手友好生态城区”……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10月，全国已有6000余小区加入“骑手友好

社区”。

偌大的北京天通苑中苑三区，15栋高楼林立，样式相近的楼体给

辨识方位带来困难。“好在小区门口设有地图，小区内每个路口还有指

向牌，楼栋门牌标得也很清晰，就连换电柜都标出来了。”正在小区送

餐的骑手王文攀说。

外卖与城市的链接，正在从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积极转变。骑手

刘大钊说，现在驿站里的空调、冰箱、微波炉都免费让骑手使用，共享

工位也都向骑手免费提供。

完善配套设施是为了帮助快递小哥高效工作，提供暖心服务是为

了给快递小哥力所能及的保障。天通苑北街道工委副书记刘飞介绍，

当地把所有驿站建立在小哥工作路线上。

“与骑手更近，同小哥更亲。”昌平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黄充说，

外卖骑手已经从最熟悉的陌生人变成最知心的身边人，社区工作者对

待小哥也像对待家人一样。

解决“最后100米”催生治理增量

骑手友好社区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真正解决“最后100米”落地

仍面临不少困难。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

建议，在消费者、骑手、住户、企业和社会公共机构等之间，合理配置社

区开放以及增设接水、充电、休息等便利设施的成本分担，加强各方协

商明确骑手友好社区运行的相关规则。

时下，不少骑手通过即配行业党支部向平台企业呼吁改善“最后

100米”服务举措。美团公司回应，将全链路持续改进骑手配送体验，

对于骑手遇到异常场景，提供“单次补时+系统修正”的方式让订单的

配送时间更合理；综合考虑城市特性、配送过程，系统将设置更宽松的

时间，将“预估送达时间点”改为“预估送达时间段”，为骑手预留更多

缓冲空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李长安表示，快递

员外卖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需要牢固树立安全法制观念，自觉遵守

交通法律法规。在跑单过程中，如果遇到出餐慢的情况，可以上报订

单异常；遇到订单多的情况，也可以求助站点站长进行调度。

使用率大幅下降
滥用现象仍然存在

近年来，为遏制微生物耐药，我国严

令管控抗生素使用，出台一系列文件、采

取专项整治等举措，取得明显成效。全

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数据显示，

从2011年到2023年，核心数据医院住院

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从 59.4%降到

33.4%，门诊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从

16.2%降到7.1%。

但在个别医疗机构，抗生素滥用现

象仍然存在。

国家医保局今年8月通报，2023年

以来，山西代县和平医院对68%的住院

患者进行两种、三种高等级抗生素治疗，

且多按最高或较高剂量联合给药。部分

患者病历显示体温正常、白细胞计数正

常、胸片报告无急性炎症表现，但被诊断

为急性支气管炎，并静脉注射头孢曲松、

左氧氟沙星、克林霉素等高等级抗生素。

国家医保局今年联合安徽省医保部

门对安徽省淮南市定点医疗机构开展专

项检查，发现淮南市寿县正阳关镇镇南

社区卫生服务站违反诊疗规范滥用抗生

素。该院针对感染病人，不论病情轻重

均联合两种、三种高等级抗生素使用，甚

至出现同类抗生素口服和输液同时开具

的情况。

此外，抗生素可以在线上轻易买到，

也为抗生素滥用误用“开了口子”。记者

在美团外卖上随机选择一家药店购买阿

莫西林胶囊，简单填写了性别、年龄、过

敏史等个人信息，在病情描述里选择了

“急性支气管炎”选项，便弹出一位“海南

嘉隆互联网医院”周姓医师的对话框。

对方询问是否有信息补充，记者正输入

时，聊天页面显示“已为您开具处方”，全

程不到一分钟。

抗生素滥用涉及诸多因素

记者了解到，抗生素滥用同医师诊

疗水平、抗菌药物管理和公众用药意识

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关联。

——个别临床医师缺乏合理用药的

意识和能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药

学部药师于磊等专家指出，部分医务人

员对一些疾病认知和诊疗经验不足，缺

乏使用抗生素的正确理念，盲目为患者

使用抗生素以达到迅速控制病情的目

的。

一些医务人员为了规避责任而为低

概率感染风险的患者预防性使用抗生

素。业内人士说，受监管缺失、医生知识

储备不够等因素影响，基层医院在这方

面问题更加突出。

——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管理水平不

足。中国医院协会抗微生物药物合理应

用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抗菌药物管理办公室主

任王选锭说，抗菌药物管理是一项系统

工程，专业性极强。目前各级医疗机构

还是依赖以药学人员为主的传统管理模

式和行政化、应对检查式的管理方法，很

难取得良好的管理成效。

——公众对抗生素使用存在认识误

区。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副主

任段金菊说，比如，上呼吸道感染的大部

分患者是病毒感染，且具有自限性，不需

要使用抗菌药物。但很多患者存在认识

误区，认为感冒了就要尽早服用抗生素，

往往自行购药服用，或是主动要求医生

开抗生素。

“一些患者在服用抗生素时依从性

不佳，吃了一两天看到症状缓解就不吃

了，或者不按医嘱间隔来服药，疗程不完

整、服药不规律、剂量不准确等，都是抗

生素的不合理使用，都可能会导致耐药

性的发展。”段金菊说。

多措并举规范抗生素使用

受访专家指出，微生物耐药问题复

杂，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从医生到公众

多方努力，才能让抗生素使用更加科学

规范。

国家卫健委等13部门联合制定了

《遏 制 微 生 物 耐 药 国 家 行 动 计 划

（2022-2025年）》，对卫健、医保、药监、

工信、科技等相关部门提出明确要求。

专家表示，应进一步推动落实，强化遏制

耐药综合治理。

“专业化是抗菌药物管理的根本。”

王选锭认为，医院应建立一支专业管理

团队，同时在流程改造、信息化等方面给

予必要的支持。

提高临床医生合理用药观念和诊疗

能力十分迫切。目前，国家要求定期开

展抗菌药物处方权规范化培训。但有卫

生系统人士反映，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成

了“走过场”，课程设计缺乏系统性和专

业针对性，临床指导性差。“应进一步优

化培训形式、内容，加强培训力度和精准

度，力求实效。”业内人士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陈秋霖表示，当前我国抗生素

管理在销售渠道还存在薄弱环节，特别

是网络销售处方药乱象频出、监管难度

大。相关部门应加强常态化监管，加大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完善

对第三方平台的约束机制，督促其负起

主体责任。

健康科普也需持之以恒。段金菊等

专家表示，要提高公众规范使用抗生素

的意识，澄清抗生素使用中的一些误区，

纠正不合理的用药观念和用药习惯。“要

让大家知道，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影响

治疗效果，而且会引发过敏、肠道菌群失

调、肝肾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还会导致

细菌耐药性快速发展，使原本有效的抗

生素失效，在未来面临无药可用的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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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马晓媛 黄筱 董小红

11月18日至24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

“提高抗微生物药物认识周”。当前，抗生素使用情

况如何？记者走访多地进行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