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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蔡惜雯张鑫惠

一人、一车、一手机……他

们穿梭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往

返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只为

及时将快件、货物或餐食送到

顾客手中。随着平台经济发

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逐

步壮大，快递、外卖小哥的身影

在厦门随处可见。据统计，厦

门约有4.93万名平台骑手，正

用车轮丈量着城市，为市民带

来生活便利。而厦门相关部门

则多措并举，努力为骑手们提

供更加“硬核”的合法权益

保障。

今年2月，厦门成立快递

员和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工作专

班，市人社局承担专班办公室

职能，会同市总工会等27个单

位定期研究，积极推进相关工

作，包括全省首家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中心、“益

鹭保”在内的一系列新举措已

经落地。这些新举措给厦门快

递外卖骑手的工作、生活带来

了哪些变化？近日，记者深入

一线进行探访。

成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中心、推出“益鹭保”职业伤害保险……

厦门4.93万快递骑手权益有保障

骑手有需要，部门来解决。

此前，因世茂湖滨首府小区D区

南门停车位不够，外卖骑手只能

从北门进入小区配送，需要绕远

路，花更多时间。为解决这一问

题，湖里区城管委办、金山街道

金湖社区携手有关部门，在小区

外围增设了200多个停车位，解

决了小区外围停车难的问题，还

为外卖骑手设置了专属停车

区。“如今，地面上有了外卖专用

停车位，我们的诉求得到重视和

解决，心里暖暖的！”外卖骑手谢

志丹说。

这样的暖心关怀遍布厦

门。走进思明区梧村街道蓝骑

士工会爱心驿站，墙面上“每一

站都是家”几个大字映入眼帘，

沙发、药箱、饮水机、微波炉……

摆放得整齐有序，外卖骑手不仅

可以在这里休息、用餐、看书，还

可以在这里开会、进行招聘等。

“如今，我们只要有空都会进去

休息一下。”外卖骑手丁宁说。

思明区梧村街道总工会专

干谢晓彬介绍，梧村街道总工会

每月还会为骑手提供定制服务，

如帮忙办工会卡、免费办理医疗

互助、赠送相关保险、提供免费

体检机会等。

“工作17天，公司没支付

工资。”11月，外卖小哥王鹏祥

来到厦门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权益保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市权益保障中心”）窗口申请

调解。深入了解情况后，调解

员和监察部门工作人员随即来

到该企业进行上门调解。经过

几番周折，最终帮王鹏祥要回

了800多元工资。

今年9月13日，市人社局

牵头成立全省首家实体化、一

站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服务中心，汇集市总工会、市

司法局等27个民生服务行业

主管（监管）部门和职能部门共

同参与建设，为劳动者提供案

件受理、纠纷调解、法律援助、

就业创业等一站式权益保障和

公共服务，鼓励和引导企业与

劳动者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

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该中心

自运营以来，已受理涉及骑手

案件31件，为骑手提供法律援

助14件、法律咨询132人次。

今年1月—11月，全市人社部

门共协调处理涉及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案件734起，

其中涉骑手案件506件。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总会

计师吴目国介绍，下一步，市人

社部门还将协同各部门加强科

技赋能，实现线上、线下受理一

体化；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将各

部门的便民服务、政策都搬到

网上，让劳动者足不出户就能

享受便利。

除了市权益保障中心以

外，思明区、湖里区也分别成立

了区级权益保障中心。其中，

思明区通过推动线上线下两端

深度融合，打通权益维护“新通

道”、打造普法宣传“新窗口”、

搭建职工关爱“新驿站”等方

式，防范化解辖区劳动关系领

域风险隐患。湖里区则实现了

一窗式申请、一站式受理、一体

化办案，提供全过程、全链条的

跟踪服务，大部分案件都可以

实现同日化解。

多一份保险，多一份保

障。9月13日，厦门市推出职

业伤害保险“益鹭保”项目，顺

丰骑手陈份展在当日签下全市

首份保单，并按年购买了这项

保险。在他看来，这份保险是

一项福利，能为他的工作、出行

保驾护航。如今，厦门有近

5000位像陈份展这样的骑手

得到“益鹭保”的保障。截至11

月15日，“益鹭保”项目已累计

承保142.48万天次。

“益鹭保”是一项为灵活就

业人员量身定制的保险。据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公司总经理郑确介

绍，“益鹭保”实行“政府主导、

财政补贴、商业运作”的运营模

式，财政补贴一半，灵活就业人

员或用工平台在投保时只要支

付每人每天0.4元的保费，即可

使参保人享受最高40万元的

保险保障。

在赔付方面，“益鹭保”更

有保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厦门监管局二级调研员黄添

香表示，“益鹭保”提升了骑手

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具有普惠

性特点。下一步，金融监管部

门将加强监管，相应的保险公

司做好承保和理赔服务，切实

维护消费者的投保利益。

“很多外来务工者会选择时

间灵活、兼顾家庭的工作，平台

骑手、快递员等成为他们的选

择。”湖里区江头街道后埔社区

是岛内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片

区，为满足务工人员的需求，社

区设立了后埔零工驿站，不仅为

求职者提供“线上+线下”人岗匹

配、培训等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还为有意愿灵活就业的求职者

提供“一对一”职业指导服务，制

定个性化就业服务方案。

今年，为了进一步提升从业

人员技能水平，厦门积极开展邮

政快递行业职业技能培训和技

能竞赛，发放“见证补贴”和租金

补贴，还将邮件快件安检员项目

纳入第二届厦门市职业技能竞

赛。目前，市人社局已拨付“见

证补贴”资金142.867万元。

提供医疗救治绿色通道、子

女就学服务、法律援助和法律咨

询服务……如今，为骑手提供多

元服务的“爱心驿站”在厦门遍

地开花。目前，市总工会已升级

建设“爱心驿站”412个，为2.1万

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

员）购买“意外险”。

骑手在厦门参加医保，可享

受与本市职工同等的医保待

遇。市医疗保障中心医保经办

科科长赵兴田介绍，从今年起，

厦门市全面放开了灵活就业人

员参加职工医保的户籍限制，法

定劳动年龄内的本市户籍人员、

本市有效居住证持有人（含快递

员、外卖骑手）等均可按规定以

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截至

2023年10月底，厦门市灵活就

业人员参保人数达15.55万人。

成立全省首家“权益保障中心”
为骑手提供“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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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为骑手提供贴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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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平台骑手想要维权，

有了更多“法”码。今年9月，市

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司法局、市

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印发《加强

“法治+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指导意

见》，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构建

多元化解平台体系，提供“预、

调、裁、审”一站式服务。

合法权益遭到侵害，骑手可

以寻求专业机构帮助。在市、区

有关部门推动下，厦门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法律服务中心成立。

该法律服务中心是福建省首个

依托律师事务所建立、以新业态

新就业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

法律服务中心。不仅面向新就

业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例如法律

援助、法律咨询等，还面向企业

提供合规服务，帮助企业和就业

平台破解合规难题，防范经营过

程中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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