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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规模
较大的各类外卖站点有十多个，
从事送餐行业的“外卖小哥”超过
千人。

外卖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
如今也逐渐走向成熟。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如今的“外卖小哥”，
大多就职于专业的配送公司，统
一的公司化运营，不仅管理规范，

也更有保障。
“外卖小哥”的奔波与忙碌，

让许多市民足不出户即可解决三
餐问题。不过，外卖配送服务行
业在快速发展中，一些问题也逐
渐显现。

在与我市一些外卖配送服务
平台工作人员的交流中，记者了
解到，为提高服务水平，各个平台

对于配送服务均有相应的规定，
比如要求“外卖小哥”必须有驾驶
证、驾驶过程中必须戴好安全头
盔，甚至安排有专人对此进行监
督。但从实际上来看，仍有许多

“外卖小哥”为了“抢单”“快送”而
出现超速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
法行为。另一方面，在服务态度、
异常情况的处理等方面，不少市

民也认为还有诸多需要提高、规
范的地方。

而对外卖行业的监督管理，
相关方面表示，国家鼓励发展生
活服务业，外卖经济正面临发展
的大好时机，下一步会根据国家
及省相关规定，加大监管力度，使
我市外卖行业、“外卖小哥”队伍
有更大的发展。

外卖配送服务仍需不断完善

“外卖小哥”：鹰城街头的移动风景线

近几年，外卖行业在我
市悄然兴起。忙碌奔波在
市区大街小巷的外卖配送
员也随处可见，他们送餐时
飞驰而过的身影，已成为鹰
城街头一道道移动的风景
线。

这些受雇于互联网餐
饮平台的外卖配送员，穿着
统一的服装，配备标准的外
卖箱，骑车快速穿梭于市区
大街小巷，深入众多的楼群
院落，在第一时间为顾客送
上热腾腾的饭菜。在不停
奔波中，“外卖小哥”们有着
怎样的从业经历和感受？
又有怎样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春生/文 张鹏/图

“报数。”
“1、2、3……13。”
10月 8日上午 10时许，位于

市区光明路南段桃花源小区一隅
的美团外卖一站点外，13位“外卖
小哥”头戴黄色头盔，身着黄色上
衣，排成两排，开始工作前的点
名，并进行设备检查和清洁等规
定程序。

用毛巾擦拭完各自的外卖箱
并进行消毒后，两名“外卖小哥”
走出队列，当众演示接送餐时的
礼貌用语及相关动作。

“我们每天上班前都有这样
的流程。”队伍解散后，“外卖小
哥”王广滨对记者说道。他刚好
接到一个单，要到河滨公园南门
附近取餐，然后再送到桃花源小
区。

今年三十出头的王广滨个头
较高，看上去很阳光。站点安排
记者与他一起跑单，他爽快地答
应了。

取餐路上，王广滨告诉记者，
他在市区一家企业工作，业余时
间出来跑单。他跑单仅有几个月
的时间，“我做的是兼职，平时有
空时过来，挣不了多少钱，但比在
家闲着强”。

约六分钟时间，王广滨已赶
到河滨公园南门东侧的一家餐饮
店，他进入店里，很快就取到了店
家配好的粥及面点，又用五六分
钟时间，将餐送到桃花源小区一
客户手中。

送完餐后，他拿出手机，举起
胸前挂着的工作牌进行拍照，然
后把图片上传到美团外卖平台。

“这一单任务算是提前完成了，总
共不到20分钟。主要路程不远，
路上也很顺利。”他笑着说。

“有时候运气不好，会出区域
好多次，路上的时间就会很紧
张。”王广滨说的出区域，是指他
跑单范围以外的地方，如他跑单
的范围东到开源路一带，但有时
候接的单是在新华路一带。

“越是刮风下雨我们的生意
越好，干这一行很辛苦，但习惯也
就好了。我们站点里的同行都很
能吃苦”。

“这一行很辛苦
但习惯就好”

同在桃花源站点跑单的巩朝
海是专职，一年前开始接触这
份工作。他今年已年过四十，之
前在市区一家机械厂工作，单位
倒闭后不得不再谋职业。

8 日上午 10 时半，巩朝海刚
回到站点又接了一个单，他要到
光明路与湛南路交叉口附近的一
家炸鸡店取餐，然后送到湛河区
北渡镇。

记者随同巩朝海一起前往取
餐，四五分钟就赶到了取餐地点，
很快取出店方准备好的一份炸

鸡。记者欲随他一同前往送餐，
被他婉言谢绝。“路有点儿远，也
不好走。”他说，如果速度慢，会超
时的。

约半个小时后，他赶回桃花
源，这一单用了近 20 分钟送到，

“如果再晚会儿就超时了，一超时
这单就白干了”。

“我没啥文化，好在这一行对
学历没啥要求。”巩朝海说，他觉
得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就是多
跑跑单，多付出点。”

跑单经历中，巩朝海印象最

深的，是一次去一个高层小区送
餐，当时那栋楼停电了，顾客住在
28楼，他一层一层走到28楼。“下
来腿都是软的”。

巩朝海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左
右。“干得多挣得多。”他里有两个
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
园，爱人在一家幼儿园打工，生活
压力较大。这也是他每天要超量
工作的原因。

巩朝海8日早上7点开始跑
单，一天十多个小时跑了 30 多
单，一单挣4块钱，除去加油费和

饭钱，到手也就百十元。
“下雨天、大雪天的时候，订

单特别多，也是我们最忙碌也是
最危险的时候，骑着摩托车稍不
留意就很容易滑倒”。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忙碌意
味着收入较高。“好的时候一个月
能拿到五六千元”。

为此，巩朝海付出的艰辛
也更多，旺季时几乎每天要骑
行百余公里，一天送餐五六十
单。很多时候，累得回家后倒
头就睡。

“送餐跑过28层楼，下来腿都软了”

随着“外卖小哥”队伍的日渐
壮大，部分女性也加入进来。刚
刚成为外卖配送员不到两个月的
施颖，就是一位女骑手。

10 月 9 日上午 10 时许，市区
刮起 6 级左右的大风，让外出的
行人感到举步维艰。刚跑完单的
施颖赶回到位于新华区李庄村的
美团站点，感慨地说：“风大得车
子几乎骑不动。”

今年 29 岁的施颖老家在湖
南张家界，成家后随丈夫来到平
顶山。

尽管知道外卖行业的辛苦，
但施颖说，她平时看到过骑手送
餐，觉得在路上奔驰的身影挺酷，

“我自己也点过餐，感受过他们的
服务，我觉得送外卖这活儿还不
错，就过来试试”。

施颖说，刚工作的第一个月，
她每天只能跑十单，现在跑熟了，
每天的送单量能达到20单。

“一单外卖送到了，心里有一
种使命感。特别是顾客给你说谢
谢，叮嘱你路上慢点时，我觉得内
心特别温暖”。

老家在石龙区的杨玲玲今
年39岁，她送外卖已有四个多月
了。

作为一名女骑手，杨玲玲表
示站里对她很照顾，“很多男同事
要值夜班，从9点干到12点，而我
们（女的）只跑到晚上8点就可以
了”。

杨玲玲说，她最怕商家出餐
慢，“一慢我就着急，你送晚了，顾
客给你一个差评，这一单就白跑
了”。

身为“外卖小哥”队伍中的一

名女性，她深知这一行的艰辛和
不容易，“我一天跑得多能跑 20
多单，和那些男同事比会少许
多。”杨玲玲说，送外卖是一件体
力活，女性做这一行确实比较
累。有一次，她在一个小区里连
续爬了几次楼梯，累得双脚都站
不稳了。

在杨玲玲看来，虽然送外卖
很辛苦，有时还要受委屈，但有时
也会让人很开心，特别是当她看
到客户接过外卖后对她露出的微
笑，或者给她留下的好评。

“外卖小哥”中不乏女骑手

胡矿玲（右一）是女快递送餐员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