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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平方米里的城市温度

新闻NEWS

晨昏交替袁车轮飞转遥 流
动新就业群体的身影袁

似城市肌体的野末梢神经冶袁在钢
筋水泥的缝隙中传递着现代生

活的每一份期待遥
野以前等订单袁无论刮风还

是下雨袁基本是在外面待着遥 现
在袁我们有了自己的耶避风港爷遥 冶
在杭州城西银泰商圈 野祥符驿窑
小哥驿站冶内袁快递员李武龙边
接饮用水边说遥

李武龙口中的野避风港冶袁正
是这座占地仅 25平方米的 野祥
符驿窑小哥驿站冶遥 空调驱散疲
惫袁微波炉温热冷饭袁充电桩续
满能量噎噎该驿站以 24小时开
放的姿态袁成为外卖骑手尧快递
员尧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
野全天候港湾冶遥

从歇脚地到综合服务站

走进“祥符驿·小哥驿站”，

桌椅、冰箱、医药箱等基础配置

一应俱全。这里除提供饮水、充

电、应急药品等基础服务外，还

包含法律咨询、技能培训等增值

服务。

作为杭州城西首家 24小时
开放的小哥驿站，其成立源于社

区网格员的一次基层治理调研。

仅城西银泰周边，每日便有 500
余名外卖员、快递员流动，他们

长期面临停车不便、休息场所匮

乏的困境。

“在解决新就业群体困难的

同时，我们希望做更多‘加法’赋

能驿站。”阮家桥社区党委书记孙

菁说，通过多次调研后，阮家桥社

区决定为小哥设立驿站，将基层

治理和党群服务相结合，不仅解

决户外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

休息难、停车难”等现实问题，更

通过精细化服务与创新管理模

式，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您好，我来拿体检卡。”趁

接单空隙，快递小哥田博直奔工

作柜台。

“好的，体检日安排在 5 月
20日至 5月 24日。”“小哥驿站”
工作人员沈小兰双手将体检凭

证递上。

拿到体检凭证单，田博看到

体检内容包含血常规、心电图、

甲状腺超声等各项检查后，不禁

感慨，“这还是我第一次做全身

体检，而且不收费，‘小哥驿站’

太贴心了。”

多元参与的可持续之道

送温暖、免费义诊、心理咨

询、免费观影、外卖行业培训……

阮家桥社区党委牵头，链接职能

部门、社会组织、辖区企业等资

源，组建 10支专业服务队伍，推
出“暖新十惠服务”，涵盖“食、医、

住、行、学、育、资、安、乐、业”十大

领域，进一步升级服务内容。

“捐赠爱心饮料两项、防晒

冰袖 50套、数据线 130根、电影
票 60张。”沈小兰拿出活动登记
本介绍了驿站建成后小哥享受

到的各种暖心关怀。过阵子，天

气热起来，沈小兰会每天煮清凉

茶，帮小哥解暑气。

“我们有专门的沟通群，去

社区食堂吃饭还能打五折，一荤

两素只要九块九。”外卖快递员

薛红超说，“小哥驿站”建成后，

他喜欢在附近接单。

环卫工人王阿姨说：“以前

只能在树荫下躲太阳，现在吹着

空调歇脚，干活都有劲儿了。”

从事多年理发行业的志愿

者周伟法，每月 20日来到驿站
免费为小哥理发。“不用凭证，只

要是穿着工作服，都可以过来免

费理发。”他希望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驿站可以越办越好。

“小哥驿站”想要办得长久，

少不了巧思。除了联建单位和企

业赞助外，日常运营涉及水电费

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你看，为了

方便小哥节省电瓶车充电时间，

我们引进了共享换电柜，并且进

行资源置换，我们不收场地租

金，他们承担驿站水电费。”孙菁

介绍道。

双向奔赴的城市共生

“小哥驿站”的成立，不仅是

物理空间，更是基层治理触角的

智慧延伸。

成立以来，驿站引导外卖骑

手、快递小哥发挥走街串巷的职

业优势，组建环境整治队、平安

建设队、文明引导队等 5支队伍
参与社区基层治理，使小哥们逐

步转变成为社情民意的“信息

员”、精神文明的“宣传员”和服

务群众的“志愿者”。目前，已有

50名小哥参与其中，累计开展治
理行动 6次。

您的一次留意，可能挽救一

个家庭；您的一次上报，可能消除

重大隐患……在门口，祥符街道

“移动哨兵”招募信息引人注目。

“今年，我们邀请小哥充当

基层治理‘前哨’，在工作中发现

线索、及时上报。”阮家桥社区党

委副书记张国中介绍，在日常送

餐过程中，如果小哥发现安全隐

患、电信诈骗等社会乱象，可以

线上提供现场照片、简要描述、

具体地址等信息，线索一经核

实，会给小哥发放奖励。

相较于入选全国最美工会

户外劳动点、获评浙江省总工会

“标杆型工会驿站”等，意见簿上

的一句句“便捷贴心”“服务非常

满意”“五星好评”留言更触动人

心，让这一方 25平方米的驿站
折射出杭州这座“数字经济第一

城”对新就业群体的深度共情。

从解决基本需求到赋能社

会参与，从单向关怀到双向奔

赴，这里见证了新就业群体从

“城市过客”到“治理主角”的转

变。未来，随着更多智能化、社会

化资源的注入，这一方小小的驿

站将继续书写温暖故事，成为杭

州“温暖城市”建设的生动注脚。

渊据人民网冤

近日，在中华慈善总会

2025 年善家传承交流会上，北
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

播研究中心、中国工商银行私人

银行部联合发布了《中国高净值

人群慈善研究报告（2024）》。作
为该中心推出的第二份年度研

究报告，这份 40万字的专业研
究成果系统梳理了我国高净值

人群参与慈善事业的最新动态

和发展趋势。

报告显示，2023 -2024 年
间，我国高净值人群共完成 157
笔单笔超 1000 万元的直接捐
赠，总金额达 140.3亿元。其中，
2023 年捐赠 99 笔共 95.65 亿
元，2024 年捐赠 59 笔共 44.65
亿元。值得关注的是，股权捐赠

占比显著提升，2024 年 4 笔股
权捐赠就占到当年捐赠总额的

68.51%。教育领域最受青睐，高
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捐赠合计占

比达三分之二，直接捐赠中投入

高等教育 71笔，投入基础教育

30笔。
在基金会方面，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家族基金会已达 434
家，占全国基金会总数的 4.52%。
其中 57%的家族基金会以 200万
元作为最低注册资金，近六年新

注册基金会的平均资金规模维

持在 300-400万元区间。
慈善信托领域发展迅猛。截

至 2024年底，全国备案慈善信
托 2244单，总规模 85.07亿元。
其中高净值人群设立的慈善信

托 239单，规模 18.13亿元，虽然
数量仅占 10%，但金额占比达
21%，单均规模是整体平均水平
的两倍。从发展趋势看，自 2016
年慈善法实施以来，高净值人群

慈善信托备案单数呈现逐年上

升的良好态势。

报告特别关注了高净值女

性群体和新生代的慈善行为特

征。研究发现，高净值女性更倾

向于帮助特定群体，如家乡和家

族成员；而新生代则更注重慈善

的有效性和策略性，关注技术驱

动和参与式慈善。同时，他们更

加注重商业向善，也比较注重慈

善创新。

在跨境慈善方面，报告指

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中国高净值群体及关联机构在

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更加主

动，能力持续提升。许多企业家

鼓励家族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继

承人参与国际化慈善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

公共传播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魏璞祯表示，“这份报告不仅是

对现状的梳理，更是对未来发展

的展望。我们期待通过持续研

究，为推动我国高净值人群慈善

事业发展、提升我国慈善顾问服

务能力，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产品。”

报告还包含了丰富的案例

分析，并对私人银行、信托行业、

律师行业等提供的慈善顾问服

务进行了专题研究。

叶中国高净值人群慈善研究报告渊2024冤曳发布
教育领域获三分之二大额捐赠

5月 24日，复旦大学全球
各地 4000多名校友回到母校，
共同参加“相约百廿 辉映卿

云”———2025复旦大学校友返
校日活动。当日，五名校友分别

捐赠 1000万元启动“复旦创业
人股票基金”，据悉，首期捐赠

计划目标为 1亿元。
自 2012年来，复旦大学秩

年校友返校日活动已在线下举

办十届。当天返校日活动中，相

聚校友的年龄横跨半个世纪，

年长者已阔别母校一个甲子。

在当天的主题大会上，毕业 10
年、20年、30年及 40年的秩年
校友代表先后分享自己的成长

经历。其中，1965届新闻系校
友陈培发为秩年返校校友中的

最年长者，毕业后，他留校任

教，直至退休，将春华秋实都留

在了复旦。

当天还启动了“复旦创业

人股票基金”，并发布了捐赠计

划。为倡导校友反哺母校，支持

学校创业文化建设，蔡彤、汪新

芽、江岳恒、郭振荣、杨进五位

复旦企业家带头发起“复旦创

业人股票基金”。五位基金发起

人将分别捐赠 1000 万元人民
币或等值有价证券，组成 5000
万元的发起基金，并继续联络

筹措，按照 1亿元目标完成首
期捐赠计划。

不久前，“复旦源”文化育

人功能区启用，建成“一源六

馆”新格局，全球校友返校的

大本营———校友馆便坐落其

中。据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

复旦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许征许征介绍，“复旦

源”内涵建设项目公募活动

持续得到校友与复旦之友的

积极支持，如今已有近 700 人
次参与捐赠。公募活动将持

续至 9月，诚挚邀请全体返校
校友积极参与，每个班级都

能发起“一起捐”，携手共筑

“复旦源”。

复旦五名校友启动野创业人股票基金冶
首期计划筹措 1亿元

野祥符驿窑小哥驿站冶面向新就业群体全天开放 小哥参与巡河护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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