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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4月 26日中午 1点多，记者联系
上刘兵兵时，他和同事杨娟刚带客户
在卫东区汇商广场看完一套房子。
两人抓紧时间在小店里吃了碗砂锅
面，立即骑上电动车来到市工人文化
宫，等待一位打算在附近买房的客
户。

今年29岁的刘兵兵成为房产经
纪人已有6年多，虽然疫情对行业有

一定影响，但并不妨碍他对这份工作
的热爱：可以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
提升自己，不断成长。

经常不能按时吃饭

作为房产经纪人，不能按时吃
饭是常态。客户看房多在中午、晚上
下班后，个别的在早上送完孩子后挤
时间去看房再去上班；也有工地师傅
必须在雨天看房——因为只有下雨
停工才有时间。

2010年高中毕业后，家住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薛庄村的刘兵兵做过
个体生意，开过货车，还进厂当过工
人。2016年，他做了置业顾问，穿起
西装接待顾客。“楼盘是现成的，和客

户讲到位就行，很简单，做了一段时
间感觉学不到东西。”

后来，刘兵兵偶然接触到房屋
中介行业，感觉十分适合自己，于是
成为信为先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一
名房产经纪人。“我喜欢和人打交
道，这个职业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
人，农民、律师、公务员、生意人、医
生、教师……能学到很多东西。”

等客户到凌晨1点

4月26日上午共有两单“带看”，
其中一名看过两次房的客户签了单，
刘兵兵强调说，这种情况是“非常特
殊”的。曾有幸运的同事遇到一个客
户购了6套房；也有客户从夏天穿短
袖看到冬天穿羽绒服，四五十套房子
无一入眼；还有一切都谈好了，成交
时客户又反悔或者“跳单”的。2017
年，他曾在一个无法开车的大雪天步
行近一小时带客户看房，最终还是没
能成交。

公司曾代理东工人镇一个楼盘
部分新房，目标客户群体是上夜班的
十二矿工人。刘兵兵和同事采取“最
笨的办法”——晚上12点守在矿区门
口附近“死等”。凌晨1点，全身煤灰
的工人陆续下班，发现居然有人迎上
来派发楼盘宣传单。“所有的人都接
了单页，没有一个拒绝的。”后来，这批
新房几乎卖光了。卫东区有个小区的
多层楼房没有电梯，盛夏时节的中午
刘兵兵带五六名客户看房，一天下来
腿都不能动了。“口袋里装着藿香正
气水，衣服湿透是常态。”

顾客想买哪一带的二手房，适
合的小区户型、面积、物业费，如何停
车，周边的学校、医院、公园等都得刻
在脑子里；签合同时可能涉及继承
房、共有产权等问题；签单后要带客
户办贷款，直到物业交割完才算结
束。刘兵兵说，成交一单前后能跑几
十趟。

最重要的是心态，不能急。新人
入行，一个月甚至几个月不开张都正
常，曾有同事连续 9 个月没成交一
单。房产中介底薪很低，收入以成交
后的佣金为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得够专业，服务好。于我个人而言，
一定要真诚、诚信，要换位思考，和客
户共情。”由于这种耐心、细致和真
诚，一些客户购房后还主动介绍朋友
找他买房。

带着希望努力前行

2020年疫情发生后，市民购房更
谨慎，对二手房交易也产生了影响。
行业业绩整体下滑，新房受影响尤其
明显。有经验的房产中介月均售房
由以前的3套左右降至现在的1.5套。

面对新的情况，刘兵兵更加努
力，为了寻找潜在客户，他在人流量
大的地方发宣传单页，在58同城、安
居客等网站发布房源，也经常在微信
公众号、抖音上发布信息，“面更大，
客户渠道也更多。”

别人的假期正是刘兵兵最忙的
时候，在他看来，卖房子并不仅仅是
为了薪酬，“能带客户买到一套中意
的房子，在这个城市安了家，成就感
满满。”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文/图

李雯雯，35岁，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名普通护士。4月 27日 7点半，
吃了两片面包后，她从恒大御景半
岛小区赶往医院。

提前10分钟到岗，换上工作服，
准备好采样的物品，穿戴好全套防
护用品，像往常一样，她做好了上班
前的准备。

大学毕业进入市一院12年来，
李雯雯先后从事过病房管理、儿科
护理、院前急救等工作。2021年 11
月市一院新院区投用后，她又转战
新院区，成为一名核酸采样员。

4 月 27 日上午 9 时许，记者见
到李雯雯的时候，她正与另外一名
护士在一楼核酸采集点忙碌，面前
排着两行长队。

怕上厕所 早餐不敢喝稀粥

“你们是要住院，你是陪护对
吧？”听到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和随行
女士肯定的回答后，李雯雯熟练地
拿出棉签，示意女士张嘴进行咽拭
子采样。接着，她又为住院的老人
采集了咽拭子样本。

之后的一位男士没有采样条
码，李雯雯一边提醒他一边为下一
位市民采样：“先拿身份证到那边的
自助服务台上缴费，打印条码，再来
这儿。”“3个小时以后出结果，结果
可在楼上自助机上打印。”

采样的工作台比较宽，李雯雯
的身子一直保持前倾的状态。样本
管分为单采和混采两种，住院病人
和陪护需要单采。每个混采管装10
个样本，李雯雯需要把10个人的条
形码放在一起，用手机拍照留存，方
便检测人员核对查找。

“之前需要一个一个手工登记
混采人员信息，现在拍照上传，方便
多了。”

面前的队伍总不见缩短，李雯
雯只能见缝插针地与记者聊上几
句：“由于采集部位比较敏感，不少
人会恶心干呕，有时甚至会喷出分
泌物，所以戴这个面屏很有必要，手
套隔一会儿也要换一副。”

“我俩平均每天采样700多份，
一个上午 4 小时，基本没时间休
息。”李雯雯说，“早上我们连稀粥都
不敢喝，因为怕上厕所。去一次厕
所，这身防护用品就浪费了，还得再
换一套。”

3月 25日，市区全员核酸检测
那天，她和另外3个同事一共采样
2000人（份），回到家累得瘫在沙发
上，胳膊都抬不起来。

做名护士 还挺有价值感的

李雯雯坦言，当初上大学报考
护理专业，是听从了父母的建议。
但做这么多年护士下来，她已经越
来越热爱这份工作了。

在儿科时，她认真学习，细心观
察，苦练扎针本领。发烧、脱水的患
儿血管弹性降低，家长又心疼着急，
头皮针是最难扎的。每当快速准确
地为患儿扎上了针，获得了家长的
认可，就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有一次，她坐 2 路公交车去姐
姐家，碰到一名女乘客晕倒，额头冒
汗。她急忙上前施救，先是掐人中，
看女子有了反应，就问她一些情况，
判断出该女子是低血糖，忙问有人
带糖块没有。女子吃下糖块后，慢
慢缓过劲儿来。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别人，特别
是得到病人和家属肯定和信任的时
候，会觉得做护士还是挺有价值感
的。”李雯雯说。

疫情散去 多陪陪父母孩子

李雯雯的儿子 9 岁，一直跟着
奶奶住在老城区上学，每到周末，
儿子就会打电话：“妈妈，我作业写
完了，你赶快回来吧。”每当此时，
她心里就会涌出一丝歉意，可疫情
当下，“哪一个医护人员不是舍小
家，顾大家？”

“我父母在郑州生活，因为疫
情，我们已经连续3年春节没有在
一起吃团圆饭了。”说这话时，她眼
中满是歉疚。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能多陪陪
父母和孩子，能出去看看祖国的大
好河山。”她说。

刘兵兵（左）与同事杨娟研究房源

李雯雯（右）为市民核酸采样

核酸采样员李雯雯：

做护士挺有价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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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卖房凌晨发传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