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图：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福塘村村道两旁，种满了富硒皇菊。
小图：村民在加工富硒皇菊。

外卖骑手年龄上限45岁？ 谣言！
回应：18至57周岁都可进行配送服务 数据：45岁以上外卖员不足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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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骑手，非
常感谢您在这段时间
里提供的优质服务，
因您已不符合美团及
配送商服务规范，系
统将无法再向您派送
订单……”近日，一张

“配送服务年龄到限通知”截图引发热议。
截图中提到，骑手年龄超过45岁，系统将不
再派送订单。

11月23日，美团官方回应称，网传截图
为不实消息，“考虑到配送过程中安全因
素，平台对骑手的年龄限制为18至57周岁，
该年龄范围内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均可注
册为网约配送员。”

【辟谣】
平台限制骑手年龄？或为博流量谣言

2019年，42岁的湖南邵东人王先生在
深圳、桂林、厦门等地辗转打工近8年后回
到长沙， 成为火车站片区的一名外卖送餐
员，“像我这样的学历和工作经验， 在长沙
做零工的话，只能赚两三千块钱。送外卖很
辛苦，但赚得也多一些，身边不少外卖员还
在长沙买了房，安了家。”

王先生供职的骑手服务站有40多名外
卖员，大部分是“90后”，与他年龄相仿的

“75后” 只有2个人，“送外卖主要看个人身
体素质，尤其是下雪、暴雨等极端天气或者
是平台做大促时，顾客催单、平台爆单，忙
得晕头转向，这份风里来、雨里去的苦不是
人人能忍受的。”

“外卖员是与时间赛跑的职业，年
龄太大或许不太能适合高强度的工
作。”11月23日，长沙某外卖专送服务站
负责人解释道。

他称， 今年已多次出现外卖平台限制
骑手年龄的谣言，如“35岁后你真的不一定
有资格送外卖”“广州美团骑手招满， 本科
率接近30%”等。“外卖站点的流动性很高，
一些资历深、 跑外卖时间长的外卖员还可
以通过转介绍的形式赚外快。” 他提到，不
排除自媒体账号用站点饱和、限制年龄、本
科学历等贩卖年龄、学历焦虑，从而达到赚
取流量的目的。

【数据】
年龄超过45岁外卖员不足两成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我国灵活就业
人员达2亿人。送外卖、开网约车也成为不
少人“退休后”门槛低、来钱快的就业渠道
之一。美团外卖骑手分众包、专送两种，后
者为全职外卖员， 主要为品牌客户提供服
务；美团也为众包、专送骑手提供两个骑手
后台软件，“美团众包”APP在注册要求上
提到，“只要你身体健康， 年龄在18-57岁
之间，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申请成为美
团骑手”。

2021年，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曾抽
样统计6196份青年外卖骑手数据， 调查对
象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
显示，“70后”占比6.5%，“80后”37.1%，“90
后”51%，“00后”5.4%，从中也可以推断，大
于45岁的外卖骑手占比本身也不高。 三湘
都市报记者了解到，在长沙的骑手团队中，
年龄超45岁的外卖员占比不足两成。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彭珊

花香乡村带来“庭院经济”

距离长沙中心城区1个小时车程的福塘村，是一
个位于望城区大众垸北端、地处湖区的小村庄。村内
错落有致的房屋，隔墙的梨花，飘香的皇菊、迷迭香
等特色作物，让外人难以想象，数年前这里曾是收入
微薄、负债两百余万元的贫困村。

2017年村级组织换届，村里的致富能手、返乡创
业农民工曾俊杰高票当选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曾俊杰依托该村资源优势，专攻药食同源作物种
植，引进龙头企业联营，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带领
广大村民发展迷迭香、皇菊等特色作物种植产业。

村民群众成立合作社第一次尝试种植的富硒皇
菊，经过品种引进选育和技术改良，无论品相还是口
感均属上乘，赢得了市场认可，生产出的600多公斤
干花，销售额达到了百万元以上。目前，村集体经济
年均收入达50万元，村民年均纯收入达2万元以上。

除了皇菊， 迷迭香也是村内特色作物产业发展
的一环。“村内历来就有种植、使用迷迭香的习惯，可
以做炒菜的香料，也能泡着喝。现在我们通过加工，
让迷迭香变成护肤精油、香包，下一步准备申请非物质
文化遗产。”曾俊杰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再过两年，村
里将把种植园挪到村民们的房前屋后， 装点家园的同
时，继续为村民创收，打造“庭院经济”。“愿意在自家院
子里种植特色作物的村民，会有额外的分红。”

传统工业小镇也“腾笼换鸟”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市生态环境局获悉，目

前福塘村已通过了创建市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
验收。

据了解， 长沙市生态环境局于2021年组织开展
第一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乡）、村创建，共10个镇
（乡）、20个村获得命名。该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桑
轶介绍，“按照30万元/镇、20万元/村的标准下拨奖
补资金给示范镇（乡）、村。”现在长沙市环委办组织
开展的长沙市第三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乡）、村
创建工作中，又有一批镇（乡）、村已完成创建工作并
通过专家验收。

位于浏阳大围山南麓的张坊镇， 依托田溪村林
木茂盛、山清水秀、农产丰富、淳朴优雅的生态资源
和文化资源，由村民自筹成立旅游发展公司，采用土
地山林流转租金、现金入股，吸纳300户农户，采取

“公司＋农户”资金共筹、收益共享的模式，打造西溪
磐石大峡谷景区，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发
依托山水的特色旅游项目，开启贫困农村的“山水换
金”模式。

近年来，长沙县江背镇以绿化、智化工程机械
制造全产业链条为核心，淘汰落后水泥建材产能，
为工程机械制造产业提供符合环保要求的标准化
生产区间， 引导企业摒弃喷涂电镀等高污染高耗
能生产工艺，转型升级做精细化的全产业链条。同
时引进一批智能制造、 物流快递等项目和企业落
户，引导汽车制造、工程机械向智能制造、高精尖
发展， 传统水泥建材、 机械制造将向绿色建材发
展，“腾笼换鸟”，实现了工业小镇“老树开新花”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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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村”蝶变背后：花香做媒，山水换金
长沙多个美丽乡村公布致富秘笈：用“颜值”促“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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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福塘村。初冬暖阳下，空气中弥漫
着花草的香味，道路两厢栽种的皇菊、迷迭香、芍药等绿植，随村道延伸
到远方。67岁的村民谢广亮指着金黄色的菊花告诉记者，“现在平均月
收益就有两千多元，多的有四五千元。”

“山水换金”“腾笼换鸟”：望城区靖港镇福塘村、浏阳大围山南麓张
坊镇、长沙县江背镇……长沙的多个乡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走出了一
条生态共富之路。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叶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