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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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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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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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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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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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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卖小哥作出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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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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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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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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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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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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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园区保安与外卖骑手发生冲突，因外卖骑手下跪而引发关注

如何畅通外卖配送“最后100米”？

“情感导师”“商业大咖”“教
育专家”……刷短视频时，你是
否也看到过博主挂着类似的“名
头”？近日，有短视频平台发布了
治理公告，提出将重点整治各种

“虚假人设”。但记者发现，目前
仍然有很多博主在用难以核实
甚至虚假的身份包装自己。而他
们的目的，则是将用户引流到第
三方平台，忽悠对方加入项目，
赚取“培训费”。

“导师”“专家”一堆
其中不少胡吹

“进来听听适合普通人的生
意”“你知道人性吗”“终于还清
了 420万元的贷款”……打开短
视频平台，随便刷刷就能看到类
似的“鸡汤”视频。而发布视频的
博主，往往拥有各种“导师”“专
家”称号。

这其中，有的相对身份“过
硬”，比如说自己是某电视台某
栏目的嘉宾，作品区直接放出
了参加节目的视频。但另外一
些博主的履历就比较难查证
了。比如“新能源行业起飞见证
者，创业 6 年，孵化 600 家门店
经营”“企业战略及资本规划实
战 派 专 家 ，累 计 服 务 企 业
20000+，辐射经济面 5000亿+”
等，有的博主简介内容能拉下
来一大长串，里面有各种看不
懂的英文名词。

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专
业性，有些博主会搬出一些“协
会”撑腰，但记者搜索发现，其中
部分内容作假的可能性很高。比
如一个心理咨询师账号，自称是

“省心理协会理事”，但没有写明
是哪个省。根据该账号的 IP 地
址福建，记者只找到了“福建省
心理咨询师协会”和“福建省心
理学会”，但并没有“福建省心理
协会”这一组织。而在之前两个
组织的理事名单里，也没有博主
的名字。

还有的人，则完完全全是
在忽悠造假。比如一位号称是

“颂钵疗愈导师”的博主，自称
可以做“高级颂钵疗愈师培训，
含国家颁发高级颂钵疗愈师证
书”。但记者在人社部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的网站中，根本就没
有查询到“颂钵疗愈师”这项职
业，更不要提国家颁发的相关
证书了。

奇葩雷同文案
堪比“活字印刷”

在翻看账号时，记者屡屡以
为自己出现了“幻觉”，总觉得内
容好像在哪里看过。之前刚看见
一个“婚姻导师”，简介里写到

“帮助3000多女性，以及10余家
上市公司老板娘拯救家庭”，没
过多久，就又看到另一个“某老
师婚姻智慧”账号，简介里写了

一模一样的内容。对比之下发
现，这确确实实是两个不同的账
号，视频里的人长得也完全不一
样。

有些雷同是在简介里，还有
的则是在视频内容中。“被裁了，
再也不是××经理了”，记者分别
在三个博主的视频里看到了一
模一样的开场白，唯一的区别
是他们的姓氏。更离谱的还在
后 面——他们全都是“985 毕
业”，曾经的月薪都是“28000
元”，做的都是“人工智能行业”。
从业经历都是“5年”，甚至工作
时都有“加不完的班，吃不完的
外卖”……相同的“经历”过后，
总算有了点不一样的内容，但主
题大致相似：“虽然我被裁了，但
我掌握的人工智能知识是实打
实的，可以教给你……”

模式天花乱坠
图的是“入门费”

这些博主费尽心思立起人
设，到底是要干吗？之前平台发
布的整治“虚假人设”公告中提
到，博主会以夸张或虚假的身
份，博取用户信任，进而将用户
引流至第三方平台变现，记者在
调查中，也确实看到了这样的情
况。

“想要领翻身秘笈吗？加我
粉丝群”“私信我，我会送你一份
电商实战笔记”……记者按照要

求加群或发私信后，不一会儿，
就有自称是助理的人回复消息，
并给出一个微信号让记者添加，
微信名都是各种“项目负责人”

“项目总监”。
在得知记者有赚钱的意向

后，对方大多会先发来一份博主
的“创业经验谈”视频，但说是经
验，其实都是博主在自述过往经
历。有意思的是，不同博主的经
历都十分类似，可以概括为没什
么文化，曾经还欠了债，突然遇
到了一个贵人教他或她做电商，
从此开始翻身，然后赚得一发而
不可收。

在这之后，这些助理就开
始用各种“商业模式”狂轰滥
炸，有的是让记者开网店，有的
是做代理，还有的是为平台账
号引流。但无论模式怎么变，不
变的都是让记者先交一份入门
费，便宜的 580元，贵的甚至要
交 2980元。

还有的助理会邀请记者观
看博主的直播授课，同样是先讲
经历，再讲模式，最后还煞有介
事地说，“今天有 20 个优惠名
额，原先价值 4980 元的电商课
程只卖 1480元！”记者在聊天里
问：“如果没钱怎么办？”博主大
方地回应：“没钱没关系，联系助
理就行！”

听到这句话，记者原本以为
真的可以“免费加入团队”，没想
到助理却说，博主的意思是，加
入团队后的“第一批进货费”可

以免，但 1480 元的门槛费还是
要交的。

拉人头凑指标
开网店像传销

这些交出去的钱，真的能让
学员“领悟秘笈”从而致富吗？恐
怕不行。在一家开网店项目的商
业模式图中，记者发现了不对
劲。明明是教开网店的，却不是
告诉你如何把店铺经营得更好，
而是告诉你如何把商业模式推
广给他人。“别人通过你的介绍
开一家店，你就能拿 1000 块的
提成，公司每个月还有业绩指
标，达到指标的能获得额外收
益”。而在后续的一张“业绩分配
图”中，一个小人分裂出多个小
人的画面，看起来根本就是传
销。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孟泽东提示，这种利用虚假人设
引流收费的行为，已经涉嫌违
法。“根据《广告法》第二十八条
第二款第五项，广告不得含有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
骗、误导消费者。自媒体利用虚
假人设引流卖课，实际上就是在
打虚假广告。如自媒体通过虚构
事实，导致购买者产生错误认
知，骗取相关用户的钱财情节严
重的，可能涉嫌诈骗，要承担刑
事责任。”

据《北京晚报》

“名头这么多，你还能不信我？”

短视频虚假人设为何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