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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骑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奔忙于楼宇之间，外卖骑手不仅
为千家万户带来了生活的便利，
也守护着一座城市的“烟火气”。

一部手机、一辆电瓶车、一
个送餐箱，他们背影匆匆，却始
终带着爱与力量前行。他们奋斗
在路上，肩膀上扛着生活艰难，
也担着社会责任。很多骑手都
说，最喜欢严寒酷暑和下雨天，
因为天气越差订单越多——被需
求，让他们觉得这份工作意义非
凡。

“拼命三郎”王增正：
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

10月25日，是王增正养好伤
重返工作岗位的第一天，这天他
送了59单外卖。

今年 50岁的王增正当骑手已
有 5个年头，虽然年过半百，但
他并没有放弃这份工作的打算，
即使家里人并不认可这个“危
险”行当。

说起摔伤原因，是前段时间
在送餐的路上，因为小区不允许
外卖送餐车驶入，王增正怕延误
时间，抱着餐盒在小区里跑，不
慎摔倒。因为怕食物撒出来，他
紧紧地护住餐盒，导致摔倒时肋
骨挫伤。自己受了伤，食物完好
无损，王增正很欣慰。他说：“咱
干服务行业的，就得坚持顾客至
上。”

早些年，王增正和朋友在果
品批发市场做生意，与合作伙伴
分开后，加入了骑手团队。因为
自己性格的原因，王增正最初的
想法只是想在服务行业找个“差
事”磨一磨性子，但他没想到，

这一待就是5年。他说，5年经历
了太多酸甜苦辣，如今自己已经
舍不得离开。

王增正是个不惜力气的人，
每天从早晨到晚 9时，只要订单
提醒响起，他的脚步就一直在路
上。最多时，他一天送过 130多
单外卖，光午餐时间段就连续送
了 4个小时。三伏天里，衣服上
的汗湿了干，干了又湿，抹把
脸，都能擦出盐粒子。

王增正说，5年来，自己很
少在家吃饭，经常是在路边摊

“凑合”一下。因为经常往来穿梭
于市区的大街小巷，王增正的大
脑中好像存着一张电子地图，他
熟悉每条小巷，能在上百个小区
内精准到每栋单元楼，更能在深
夜多数店铺打烊后，找到为数不
多的还在营业的店面。

最难的是恶劣天气下的狂
奔。“赶上暴雨时，雨滴像刀子一
样打在脸上，若不是安全帽上有
挡风板，眼睛压根睁不开。”王增
正说，3 年前狂风暴雨的一天，
他至今记忆犹新。“那天中午我接
了 17单，其中一单是从黄河西路
送到一城枫景小区。送达时，顾
客嫌用时长拒收了，可那时离规
定时间还有 20多分钟。虽然是个
大老爷们儿，但我特别想哭。”

好在公司得知情况后，承担
了王增正的损失，并将这份外卖
送给他吃。那时，饭已经凉透
了，王增正心里五味杂陈。

说起这 5 年做骑手的经历，
王增正感慨颇多，他说：“这个历
程就像唐僧取经。虽历尽千辛万
苦，但让他对生活有了更深的体
会，能够用平和、理智的心态重
新审视身边的人，踏踏实实做好
每一件事。”

骑手中的“花木兰”：
希望获得更多理解

人们习惯地称骑手为“外卖
小哥”，而近年来，一部分女性
也跻身到外卖骑手的队伍里。45
岁的叶存双是“饿了么”骑手中
为数不多的女员工。去年 8 月，
因原本就职的工厂效益不好，她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成为一名女骑
手。

“比在工厂上班时间自由，而
且挣得也多，很知足。”叶存双
说。每天工作时间长，三餐不规
律，严寒酷暑飞奔在外……这些
工作中的不易在她看来都是小问
题。

一年多来，叶存双平均每天
接四五十单，多时能达到六七十
单。作为一名女性，叶存双并没
觉得自己和其他男骑手有什么区
别，只是提到一年中收到的唯一
一次差评，泪珠在她的眼眶里打
转了许久，最终还是不争气地掉
了下来。

“那天，因为商家延误了出
餐时间，导致外卖送达超时，
我说尽了好话，可顾客执意给
了差评。”回忆起来，她至今都
觉得委屈。叶存双说，骑手送
一单外卖只能收入几元钱，顾
客一个差评，至少 3 单就白跑
了。遇到投诉，一天的辛苦就
白费了，如果碰上几百元一单
的外卖需要赔付餐损，想想都
会觉得腿软。

“我经常觉得骑手就像在夹缝
中生存，商户对我们不满可以投
诉，顾客对我们不满也可以投
诉，我们却没有权利说‘不’。”

叶存双说，自己
能做的只有争分
夺秒，无论有多
心酸，都要用
微笑面对顾客。

一 年 来 ，
虽然有时会不被
理解，但好在温
暖也常在。三伏天
里，她几次收到过顾
客送的冰镇酸奶和矿泉
水，虽然并不值钱，但这份
温暖能在她心中存留很久。每
天，只要听到顾客的一声“谢
谢”，叶双存就会有十足的动
力。虽然入职时间不长，但是她
不怕苦、心思细，工作干得得心
应手，日子有苦更有甜。她说，
这份工作给了她想要的安全感，
她会一直做下去。同时，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付出，换取人们对
骑手的更多理解。

不羁少年黄天得：
想改变骑手的困难处境

两个月前，19岁的黄天得带
着风一样的速度和火一般的热情
加入了骑手团队。离开学校后，
他想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
黄天得没有长期做骑手的打

算，但短短两个月的生活体验让
他学到了不少知识。“做骑手一点
儿都不丢人，因为在这里，每个
人都在努力拼搏，很用力、很认
真地生活。”

送外卖是体力活儿，更是技
术活儿。刚入职的第一个月，黄
天得送了 800多单外卖，由于业
务不熟悉，100 多单显示超时。

其中一个订单因为延误了一个小
时，米线已经成了一坨。黄天得
想 自 掏 腰 包 为 顾 客 重 新 订 一
单，但顾客体谅他的难处，坚
持留下了那份已经不成样子的
米线。

每天奔波在路上，黄天得不
觉得辛苦：“电动车一开起来，
我就觉得离美好生活更近了一
步。”这件事过后，黄天得工作起
来更认真了，他主动和骑手大哥
们学习省时小技巧，没事儿时，
也常会思考骑手面对的困难处境
将如何攻破。

“目前骑手的处境是两面夹
击，其实不应该，我们服务于商
家和消费者之间，我们应该是互
惠互利的利益共同体。”黄天得
说，“大型商场人多拥挤，很多小
区不让骑手进入，都在耽误配送
时间，后果只能骑手承担。如果
将来能在大型商圈和小区门口建
立骑手转接站，可以大大提高效
率……”

黄天得的提议也得到不少骑
手的支持，他们希望能有更多人
真正参与到对新业态人群工作的
支持中来。他们脚步不停，心中
也一直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他们肩上扛着生活的艰难他们肩上扛着生活的艰难，，也担着送去也担着送去““人间烟火人间烟火””的责任的责任。。虽然生活工作中时有风雨虽然生活工作中时有风雨，，
但很多人仍然相信但很多人仍然相信：“：“电动车一开起来电动车一开起来，，离美好生活就更近一步离美好生活就更近一步””————

每天天刚亮，在市区双金公园的足球场上，总
能看到一群少年在肆意奔跑。教练刘霄伟跟孩子们
一起狂奔，沸腾在和煦的晨光中。

刘霄伟既是孩子们的足球教练，也是他们的数
学老师。足球队成立半年以来，刘霄伟和孩子们收
获了彼此的信任，也收获了好身体。如今，这支少
年足球队也成了社区里的明星球队。

一次代课引发的思考

绿茵场上，一群追风少年挥洒汗水，尽情享受
着运动带来的快乐。早 7时，一个小时的训练结
束，孩子们依依不舍地搂着教练刘霄伟说：“老
师，一会儿学校见。”原来，刘霄伟是沧州市迎宾
路小学的数学老师，半年前开始带着学生们在双金
公园踢足球。他说：“数学老师变身业余足球教
练，这个双重身份，给了我太多惊喜。”

去年 2月，刘霄伟担任 4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教
师，由于开学初期体育老师课比较多，刘霄伟为自己
班代过两节体育课。本就喜欢运动的刘霄伟当上临时
体育老师很高兴，因为上大学时，他是校足球队队
员，带孩子们踢起足球来游刃有余。更激动的是学生
们，他们围在刘霄伟身边，兴奋地说个不停：“刘老
师，数学老师是怎么把足球踢得这么好的？”“这回我
们可以说‘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了。”……

度过了一节愉快的体育课，刘霄伟发现户外活
动能增进师生感情，便想组建一支业余足球队，找
个离学校近的场地带学生们踢球。一来可以锻炼学
生的体质，二来想用踢球当作催化剂，拉近与学生
的距离，在数学教学上探索新方法。

业余球队成为社区一景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我发现在学校南边的双
金公园有个足球场地，早晨很少有人占用，便决定
每天 6时在这里带孩子们踢球。”因为要早起，刘
霄伟不确定孩子们能不能做到，于是试着和学生们
说了自己的想法，出乎他的意料，当场就得到了
10多位学生的积极响应。

虽然有时候熬夜不想早起，但学生给了刘霄伟
无限动力。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刘霄伟养成了早
睡早起的好习惯。而孩子们更是没让他失望，因为
热爱，他们一直坚持，谁也没有放弃。

性格内向的赵谦因为长得壮实，最开始时，
跑几分钟就要歇一歇，而现在身体素质有了很
大改善。学生王炜哲每天坚持踢球身心受益，
今年 9 月，带着刚上一年级的弟弟王泽郡也加
入进来。刘汭熹因为每天坚持户外活动，近视度
数一直没有上涨，他的爸爸还加入了社区的成人
足球队……

刘霄伟和学生们驰骋绿茵场上，他们的激情
感染到越来越多的人，常有早起锻炼的市民驻足，
为孩子们呐喊助威。有一天，一位在公园遛弯儿的
市民问：“我能不能带着孩子来一起踢球？”“当然
能啊！”得到肯定的答复，第二天，这位家长就带
着孩子早早地来到场地等候。

半年来，球队除了刘霄伟的学生们外，还吸引
了在附近居住的10多位小朋友加入，有5位学生家
长也一起参与进来。如今，这支 30多人的业余足
球队，已成为双金公园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绿茵场上学会“迎难而上”

刘霄伟说，通过组建足球队，他收获了太多的
惊喜和意外。课上，他是孩子们的老师；课下，他
变成孩子们的朋友。孩子们愿意在足球场上和他说
心里话，一些性格内向的学生也因此敞开心扉，开
朗起来，学习成绩得到提高。

“想留在足球队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好好学
习。如果学习成绩下滑，老师就不让我们来踢球
了。”学生王健翔说，“我们在球场上竞技，更在学
习上你追我赶，刘老师还会亲自设计奖状，为我们
颁发进步奖。”

从那以后，刘霄伟开辟了教学新路径。他曾几
次把课堂搬到学校操场上，大家在操场中央席地而
坐，刘霄伟将“北雁南飞”“房顶的雪南方融化得
快”“太阳东升西落”等知识讲给学生们听，还会
用幽默诙谐的语言给学生们讲解数学题，刘霄伟的
课堂氛围好，受到学生们的喜爱。

刘霄伟说，这支业余足球队组建得十分有意
义，为他和学生之间增添了一份信任。半年来，他
和学生们都收获颇多，很多学生面对困难不再畏
惧，为梦想拼搏更加自信、笃定。

双金公园活双金公园活跃着一支少年足球队跃着一支少年足球队

他们的足球他们的足球
是数学老师教的是数学老师教的
本报记者 邢 程

在运河区明珠社区，有一支
“搭把手”慈善助老志愿者服务
队，成立3年多来，已有注册志愿
者112人，核心成员22人。在社区
党委的支持下，志愿服务队整合明
珠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专业人
才、文艺团队等多方资源，共同参
与社区志愿服务，先后开展了公益
午餐、公益医疗、志愿陪伴倾听、
健身健心等助老公益服务，用心用
情为居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进
一步提升了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服务，为老人送上温暖

“中午能在咱们社区食堂吃上
热乎乎的饭菜，还有人陪着聊天解
闷，我每天都愿意来打餐！”社区
居民董云通乐呵呵地说。董云通
82岁了，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典
型的独居老人。在明珠社区，像他
这样的老人还有不少，其中有 47
位老人选择在社区食堂享受慈善助
老公益午餐。对于不能来食堂就餐

的老人，助老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
还会送餐上门。

明珠社区里老旧小区多，社
区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以大运
河慈善助老家园·明珠示范点的助
老餐厅为平台，一顿免费午餐，
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解决了
实际困难。作为开展这项公益服
务的主力军，“搭把手”慈善助老
志愿者服务队坚持为老人制餐、
配餐、送餐。截至目前，固定的
服务对象最多时有 53人，总服务
9498人次。

求医问药是老年人日常生活
中的主要需求之一，“搭把手”慈
善助老志愿者服务队“链接”沧
州市三大医院的医生加入志愿服
务队，定期为老人开展公益医疗
服务，包括基础体检、专家社区
义诊、专家入户上门义诊、健康
保健讲座、心理健康筛查等服
务，并为辖区内所有老年人建立
了健康档案。这些为社区老年人
及其子女提供的一系列志愿服
务，有效满足了老年人对居家养

老服务的需求，得到了社区老人
的一致好评。

倾听，让老人不再孤独

“您二老生活这么和谐幸福，
是怎么做到的呢？”

“必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说起来故事可多呢！”

明珠社区居民息福堂老人今年
82岁，老伴儿 73 岁。身体健康、
性格开朗的老两口，见到社区志
愿者，就打开了话匣子。这看似
平常的聊家常，其实是“搭把
手”志愿者服务队助老服务的又一
次延伸——倾听陪伴。

从去年 7 月中旬起，“搭把
手”慈善助老志愿者服务队面向明
珠社区高龄老人，开展了首轮慈善
助老助心“倾听陪伴”服务。倾听
陪伴小组共7人，其中持证倾听员
4人，同时中心还有 6人参加了第
二批初级倾听员培训，考核通过后
将陆续上岗。截至今年7月，共为
34户老人提供了服务。

通过倾听陪伴服务，不仅增
进了志愿者和老人之间的亲切感
和信任感，更重要的是走进了老
人的精神世界，了解到了老人的
心理需求，让老人们体会到社会
的爱心。

为了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
“搭把手”慈善助老志愿者服务队
成立了健身健心小组，他们组织社
区老年人开展健身健心健脑活动，
比如八段锦、彩绸舞、手工编织、
国学经典围读等，形成了人人参
与、快乐助老的良好社区氛围。

保障，是志愿者的后盾

志愿服务能够顺利开展，离不
开社区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正是因
为有坚强后盾和保障措施，“搭把
手”慈善助老志愿者服务队才能顺
利地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

据社区党委书记马志才介绍，
社区以公园街道社工站为活动基
地，以明珠社区图书室、会议室为
组织基地，为志愿者免费提供学

习、团建等服务。同时，为进一步
激发志愿者的服务热情，吸引越来
越多的人投身志愿服务活动，明珠
社区完善了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对
志愿服务进行时长登记，根据累计
时长予以不同奖励内容。志愿者参
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包括慈善助
老类、理论宣讲类、文明倡导类、
文化服务类、科学普及类、心理疏
导类等，以小时为单位，计入志愿
服务积分，作为志愿者奖励的标
准。

明珠社区“搭把手”慈善助老
志愿者服务队成立3年多以来，通
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当地社区
完善老年人服务的重要社会力量，
发挥了志愿服务在城市文明建设中
的模范带头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
称赞和认可。这支志愿服务队先后
被评为 2022年度运河区优秀志愿
者群体、沧州市第二届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项目，志愿者
马俊杰被评为 2022年度运河区最
美志愿者，志愿者冯丽娜被评为沧
州市最美志愿者。

用心用情为社区老人提供免费午餐用心用情为社区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公益医疗公益医疗、、志愿陪伴倾听等助老公益服务志愿陪伴倾听等助老公益服务————

运河区明珠社区有支运河区明珠社区有支运河区明珠社区有支“““搭把手搭把手搭把手”””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服务队
本报记者 贾世峰 本报通讯员 巩敬杰

在路边摊在路边摊““凑合凑合””一顿一顿

飞奔在送餐路上飞奔在送餐路上

外卖骑手的奔跑人生外卖骑手的奔跑人生外卖骑手的奔跑人生
本报记者 邢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