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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9月 14日一大早，贾鹏程来
到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九天庄园
西门外的饿了么外卖骑手招募
中心，打开电脑查看早班外卖骑
手的跑单状况，检查有没有异常
的单子。最近，站里在招募新骑
手，他身为站长更加忙碌。

今年39岁的贾鹏程说：“当
站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单子送不过来了要协调、商家
出餐慢了要处理、出了纠纷更
需要调查原因……如果遇到人
手不够用时，我还会顶上。”

从外出辗转于各个城市打
工到回家乡成为外卖骑手，每
天骑着电动车在等餐与送餐中
循环往复。一转眼，现在的贾
鹏程成为示范区饿了么站点的
站长，管理着站点几十名外卖
骑手，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
与使命，把站点经营得有声有
色。

以下是贾鹏程的自述——

“单王”一天跑了90多单

在 成 为 一 名 外 卖 骑 手 之
前，我去过上海、深圳、苏州、杭
州等地工作。小女儿出生后，
妻子一个人照看两个孩子太辛
苦，父母也不在身边，我打消了
外出打工的念头。2015 年，我
从外地回到了平顶山，在未来
路一家物业公司工作。

一次，我点外卖时，跟一个

外卖小哥唠了几句。我问他每
个月赚多少钱，他说好点的话
能有四五千元，时间也比较自
由，这让我心动了。

2017 年 10 月，我直接把工
作辞了，正式成为一名外卖小
哥，开始奔走在示范区的大街
小巷和高低楼栋之间。结果送
餐的第一天我就出了错，一位
顾客点了大盘鸡，需要送到平
顶山学院。到达目的地后，一
位姑娘走了过来，我没核对信
息就直接把餐递给了对方。没
想到，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顾客
说取大盘鸡，我这时才发现送
错餐了。我诚恳地向顾客承认
了错误，并把他点餐的 25 元钱
补了出来，顾客也撤了诉。

自此之后，我每次送餐都
会详细核对订单，再也没有出
过错。在这个肯吃苦就有出路
的行业里，我很快便摸索出自
己的门道，商家在哪里、哪个小
区的哪个门不能走、哪里可以
抄近路、怎样配送最省时省力、
怎样拼单效率更高，我都心中有
数。我把示范区的大街小巷甚
至每个小区的楼栋号都记在脑
子里。跑外卖的第一个月我拿
到了5000多元的工资，让我很是
兴奋，也更加努力。

有一次，我从上午 10 点跑
到晚上 10 点，一天跑出了 90 多
单的“好成绩”，那时候几乎每
个月的“单王”都是我，每个月
都是零差评、零投诉。渐渐地，
我爱上了这份工作，而且我也

有时间接送孩子上下学，照顾
家庭。

从外卖骑手变身管理者

2018 年 5 月，我当了小组
长。我经常和外卖骑手聊天，
把自己的跑单经验告诉新人。
在做外卖骑手这几年，虽然会
遇到委屈，但是也有顾客和商
家不断传递善意。有时候中午
忙完，我就会和同伴们在路边
随意找个地方休息，有的商家
看到后，说店里开着空调，邀请
我们进店歇息。送餐时，顾客
也会对我们说谢谢。那一刻，
真的感到特别温暖。

2020 年底，我成为示范区

站点的站长。从一名外卖骑手
到管理者，我所面对的困难与压
力是不同的。原先做外卖骑手的
时候我只需要考虑自己，服务好
顾客，赚钱就行了，但当站长不一
样，要做一个大家庭的“家长”。我
要观察到每个外卖骑手的异常单
量和用户评价，进行业绩管理。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外
卖行业走向正规化，公众对外
卖骑手这份职业的认可度在
不断提升。在我们的眼里，外
卖工作不只是传递一份份美
食，更是在传递着一座城市的
善意和温情。现在，我们的配
送“战线”由原来的 3 公里扩大
到5公里，我有动力和信心把这
项工作做好。

外卖小哥从“单王”晋升站长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文/图

今年50岁的郑彩兰在砖厂
搬过砖、在菜市场装卸过货物、
在工厂干过杂活儿。后来，她
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免费技能培
训班，先后拿到了家政服务师
证、养老护理员证。如今，她已
经从事家政服务两年，成为一
名“抢手”的家政保姆。

“彩兰干得可好，我们都挽
留她两次了。”9 月 13日上午，
在市区新华路南头的锦绣星龙
小区，居民霍奶奶夸赞道。据
了解，霍奶奶的老伴贾爷爷因
生病只能吃流食，在郑彩兰的
照顾下，贾爷爷的身体逐渐好
转，家里也被郑彩兰打扫得一
尘不染。

从绝望到希望，从靠低保
生活到独立自强。回首十年来
家庭的变化，郑彩兰颇有感触：

“我很感谢政府和大家的帮助，
让我的孩子有学上，让我们一
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一场意外让家庭陷入“沼泽”

郑彩兰家在新华区西市场
街道辉光社区，婚后一直在家
照顾儿女和公婆，每月靠丈夫

的工资生活。2008年，她的丈
夫因病去世，让原本就不富裕
的家庭雪上加霜。

生活的重担如巨石般压得
郑彩兰喘不过气来。2009年初，
她把3岁的儿子王双魁送到幼儿
园，当时11岁的女儿王婷正在上
初中。她白天去菜市场帮忙，晚
上去砖厂搬砖。最难的时候，她
挖过野菜，捡过菜市场的菜叶。

一天打两份工，让瘦弱的
郑彩兰患上腰椎间盘突出，正在
上小学五年级的王双魁晚上帮
妈妈敷药换药，每次需要4个小
时，无论时间多长他都陪着郑彩
兰。第二天，郑彩兰还会忍着疼
痛继续干活，“那时候真难熬”，
说到这里郑彩兰眼眶湿润了。

爱心帮扶让生活有了起色

2010 年，社区工作人员了
解郑彩兰家的情况后，帮助她
办了低保。虽说每月只有几百
元，却帮她解决了不少生活难
题。为回报社区的帮助，郑彩
兰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2018 年初，我市开展关爱
困境儿童集中结对帮扶活动。
王双魁品学兼优，受到市创一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推

荐。2018 年春节，与王双魁结
成帮扶对子的市领导带着助学
金，拎着米面油和肉，看望王双
魁并鼓励他好好学习。

2018年8月，共青团河南省
委、河南省青年联合会开展了

“中原骄子行”系列活动，带领
家境贫困、品学兼优的青少年
去香港、深圳等地，王双魁成为
其中一员。“妈，我坐了高铁，还
看了机器人，我要好好学习，将
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回家
后，王双魁滔滔不绝地向郑彩
兰讲述他的所见所闻。

2019 年，王双魁考入市一
中，每学期获得2000元左右的

助学金。今年王双魁高考考了
547分，离他梦想的学校还有差
距，于是选择了复读。“其实这
个成绩我已经很满意了，但孩
子一直想学法律专业，就复读
了。”郑彩兰笑着说。

2014年和 2022年，郑彩兰
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免费技能培
训班，取得了家政服务师证和
养老护理员证。从事家政服务
两年来，生活有了保障，她的心
情也好了起来。

郑彩兰有一个小本子，上
面清清楚楚地记着帮助过他们
的人和日期。“将来有机会，我
要报答他们。”她坚定地说。

爱心帮扶点燃生活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