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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腿小哥”张小孩：为梦想坚持“奔跑”

在帮忙“跑腿”的过程中，张小孩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遭遇各种各样
的事情。

地址没问清，闹了误会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10 点多
了，张小孩接到一个电话，客户让他
帮忙买份德克士快餐送到火车站附
近一小区。

放下客户的电话，张小孩立即骑
车赶到德克士，先垫钱为客户买了所
需的东西，然后骑车来到火车站。由
于找不到客户所说的小区，张小孩给
客户打电话，结果被告知是“汝州火
车站”。

“双方都没问清地址，结果闹个
误会。好在这位客户特别明事理。”
张小孩说，当客户得知他是在平顶山
市区时，微信给他转来了“跑腿费”，
但买东西垫的钱让他自己解决。

有了这次教训，张小孩“吃一堑
长一智”，再有客户打电话要送货，他
总会先问清楚。

买了东西，客户关机

还有一次，也是晚上，张小孩接
到一女士的电话，让他帮忙送肯德基
快餐。结果，当他将东西买好送到约
定地点时，“再给对方打电话，却怎么
也打不通了”。没办法，他只好将这
份夜宵带回家自己吃了，“其实我们
干这个活儿靠的就是诚信和人品。”

帮客户接孩子，他押上了身份证

虽然“跑腿小哥”的口号是只要
合情、合理、合法的都可以，但大部分
的业务还是来自送餐和送花。不过，
也有帮忙接送老人、孩子的业务。

去年 12 月份的一天，张小孩接
到一位客户的电话，说孩子在一辅导
班上课，想让他帮忙接孩子。

“虽然对方打电话让我帮忙接
孩子，但从电话里能听出对方很担
心，而且也没说孩子在哪儿上辅导
班。”张小孩说，为了让客户放心，他
先去见了这位客户，将自己的身份证
押给对方，然后根据对方说的地址提
前来到辅导班等孩子，“接到孩子后，
又将其安全送到客户那里。”

“其实，多数顾客还是非常诚信
的，这让我非常感动，而且还有不少
顾客鼓励我，希望我能坚持这份工
作。”张小孩说。

链接：
酸甜苦辣的“跑腿故事”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4月 26日上午，卫
东区优越路街道优越社区组织
社区党员前往辖区生活不便的
居民家中义务劳动，提高党员
的为民服务意识。

当天一大早，8名优越社区
党员在优越花苑东门外集合，
准备前往生活不便的居民家中
义务劳动。

王玉英老人年届八旬，家
住104号楼，老伴儿早年去世，
她自己又在2008年罹患重病，
目前与失业的儿子住在一起，
生活比较困难。在王玉英家
里，社区党员一边与她拉家常，
一边帮她打扫房间，气氛融
洽。“我们都是老邻居，平时抬
头不见低头见，帮这点忙算
啥。”党员杨凤銮说。王玉英不
时地向大家对她的关心表示感
谢。

借助在辖区走访的机会，
社区党员向广大居民宣传防
范、打击非法集资的注意事
项，不少居民主动要求签署《不
参与非法集资活动公开承诺
书》。

据优越社区党总支书记
岳德云介绍，为了便于开展
组织生活，社区建立了流动
党员微信管理平台，及时发
布活动信息，要求不能参加
的党员提前请假并定时汇报
思想动态。此外，社区与亿
昇花园业主委员会合作，建
起 了 新 的 党 员 群 众 活 动 中
心，可满足各类活动开展，深
受居民好评。

党课走进居民家，
义务劳动受人夸

优越社区开展
多样化党组织活动

□记者杨元琪通讯员宋少丹

本报讯 为了让辖区群众
进一步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近日，卫东
区蒲城街道在辖区开展防范非
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

“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
掉馅饼’，所以咱们不能被所谓
的高息诱惑，一定要远离非法
集资。”宣传活动上，蒲城街道
蒲城村的居民吕幸正拿着打击
非法集资宣传册跟身边的人交
流想法。

街道工作人员向群众发
放了宣传彩页和宣传册，就非
法集资的概念、主要特征、常
见手段以及参与非法集资的
危害和从事非法集资应受的
法律处罚等方面，向群众进行
详细讲解。辖区主要场所还
悬挂着宣传条幅，引导广大群
众端正心态，增强理性投资意
识。

据悉，有1000多名居民在
活动中签订了《不参与非法集
资活动公开承诺书》。街道将
结合工作辖区实际情况，继续
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做好防范
非法集资工作。

蒲城街道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活动

4月14日，记者的几位朋
友小聚，席间大家想喝市区
一家公司自酿的啤酒，于是
打电话要求对方送货。不
想，对方嫌路远，不愿送。后
几经交涉，对方才答应送货。

半小时后，朋友接到电
话，让其下楼拿啤酒。记者
陪同一起到楼下，发现送啤
酒的人是一位身穿红马甲、
上面写有“跑腿公司”字样的
工作人员。打电话和啤酒公
司联系，对方表示确实是委

托跑腿公司送的货，“很方便
的，一般家住得远的客户，我
们都委托跑腿公司送货，你
把钱给他就行了。”啤酒公司
负责人说。

记者注意到，送货的工
作人员满头大汗，见到记者
一行后，他先核实了我们要
的东西、联系电话，然后又帮
着拿东西，最后才接钱。拿
到啤酒，瓶体还是冰的，就像
刚从冰箱取出来一样。而他
送货的代步工具就是一辆电

动车。不过，他的电动车比
一般的电动车宽、长，车后座
上放着一个红色的保温箱。

“你最好放在阴凉处或
冰箱里，温度高了影响口
感。”临走时，“跑腿小哥”还
叮嘱道。

这个“跑腿小哥”就是张
小孩，今年35岁，家住市区建
设路东段卫东区政府家属
院。4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
位于市区盐库路的跑腿公
司，对其进行了采访。

“跑腿小哥”送来啤酒

在张小孩办公室的墙壁
上，张贴着收费价目表及业
务细则。记者看到，不仅有

“代购早晚餐、生活用品和代
送礼物”，还有“代交水电费、
电话费、代驾”等服务内容。

张小孩说，目前，虽然推
出的项目众多，但实际操作
中他们接到的订单却主要以

“代送礼物和送餐”居多，约
占整体业务量的90%。

“做这一行的比较少，既
然决定做了，我就会坚持下
去。”张小孩说，虽然辛苦，但
经过近半年的辛苦奔波，目
前，公司已开始步入正轨，也
有了3名员工。而且一个月
也有了万余元的收入。

“跑腿业务虽然正逐渐
兴起，但显然还需要时间来
让人接受，希望自己能把这
个跑腿业务做出点成绩，招
更多的人来加入到公司。”张
小孩说，他会为了梦想继续

“奔跑”，下一步，争取将业
务拓展到整个平顶山、河南
省。

为梦想辛苦“奔跑”，他希望做出点成绩

张小孩兄弟3人，他排行
老小。姐姐早年因病去世，
哥哥单位的效益也不好，很
早就下岗了。为了补贴家
用，1998年，初中毕业的张小
孩没有继续上高中，而是选
择外出打工。

“当过花工、厨师、搬运
工、水电维修工……”2004年
前后，我市有了申通快递公
司，张小孩开始在申通快递
公司当快递员。“那时，在网
上买东西的人还不多，我一
般都是帮着单位送个文件什
么的。”张小孩说，当时，他就
骑着一辆自行车，负责中兴
路以西的范围。

时间久了，他发现一些
居民有“送货上门”的需求。
2005年，他从申通快递公司
辞 职 后 ，开 始 了“ 同 城 配

送”。帮人送个鲜花、蛋糕、
取个文件……就这样干了一
个多月。他的父亲因病偏
瘫，母亲患糖尿病身体也不
好。为照顾父母，他没有继
续干下去，而是在家伺候父
母，这一待就是五六年。

2011 年前后，张小孩的
父母相继去世。闲下来后，
他又外出帮人修路，“心里总
有一个念想，觉得帮人跑腿的
事是个不错的职业，还想干。”

2015 年下半年，张小孩
开始为梦想付诸行动——筹
备开办了他的“跑腿公司”。

租房子、办营业执照、办
税务登记证……去年 11 月，
张小孩的“跑腿公司”正式营
业。开业之初，他既是老板
又是员工。因为没有钱做广
告，为了揽生意，他就到市区

各蛋糕店、饭店等处递名片
或到街头发名片。同时，他
还让朋友帮忙在 QQ 和微信
上做宣传。为了取得对方的
信任，他将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都一并发到网上。

从那时起，张小孩在创业
的路上尝尽了酸甜苦辣。他
的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听
候客户的‘召唤’。”张小孩笑
着说，市区的大街小巷，他跑
了一遍又一遍。起初，一天只
有两三起生意，“有时一天一
起也没有”。现在，生意有了
好转，“一天能有二三十起”。

“帮忙跑腿，不仅仅是辛
苦，还要有耐心，服务行业最
重要的就是态度和责任心。”
张小孩说，现在公司还在起
步阶段，幸好有家人和朋友
帮忙，让他有了创业的力量。

当过搬运工，送过快递，干过配送……张小孩将“跑腿”进行到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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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想吃肯德基快餐，下雨天想吃鸭脖，工作太忙没时间接孩子，该交水费
了又不想跑腿……遇到这些事情怎么办？近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市民从
这看似打杂的小事中找到了商机，开起了“跑腿公司”，替有需求的居民“跑腿”。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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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当老板又当员工的“跑腿公司”经理张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