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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您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
愉快。”这句话我说了有成千上万遍，在
一次次的送单过程中，我的名字变成了

“外卖小哥”，本名似乎逐渐“消失”了。
我来自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

自治县，距离衢州将近2000公里。大约10
年前，20岁多的我离开家乡，来到浙江务
工，我曾在杭州、温州的服装厂里上过班。

近两年，服装厂生产经营因为疫情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便产生了转行
做外卖配送员的想法，因为在我看来这
是“全凭自己干多少拿工资”的工作，只
要我够勤快，就能提高收入，而且工作时
间相对自由。

今年初，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来到衢
州，成为美团衢江区东港站的一名外卖
配送员。每天上午 10 点，我穿好外送
服，戴上头盔，理好配送箱，跨上电瓶车
开始一天的工作，接单、取餐、送单。

你看我现在驾轻就熟的样子，其实刚
开始做并没有这么简单。作为外地人，面
对五花八门的小区名称、公司名称和饭店
名称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堆问号，还
有“面孔相似”的名称，比如仙鹤纸业、仙
鹤茗苑、仙鹤苑⋯⋯让人眼花缭乱。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送单的第一个
月，因为对路线不熟悉，有两个订单的送

餐时间超时了，我一一致歉，求顾客谅解。
也正是从那以后，每走过一家店门、

一个小区、一间公司，我便像拍电影一
样，眨下眼睛摁下快门，把他们刻录在大
脑的胶卷中。如今的我已经从一名“路
痴”变成了“活地图”，每一个商家、每一
间公司，甚至每一个小区的每一个单元
门，我都了然于心。

毫无疑问，对于外卖配送员这一行
来说，除了熟悉路况，体力也很重要。这
一点，我的兴趣爱好对工作帮助很大：我
喜欢登山。来衢州一年的时间里，我利用
休息的时间先后爬了10多座山，衢州的

饭甑山、药王山等地，都留下过我的足迹。
登山锻炼了我的身体和意志，每登一

座山，我都给自己一个“必须到山顶”的信
念，一次次的爬坡，也告诉我在面对困难
和挫折时，不要那么容易放弃⋯⋯

送单的时候，不少小区都是多层住
宅，爬十几层楼就像在登山，我当时的信
念就是以更快的速度上楼送到顾客手里，
两步一个台阶，一口气上下不在话下。

也有觉得累的时候。夏天，近40℃的
高温，汗水几乎把衣服浸透了；冬天，穿好
几件衣服骑着电瓶车在寒风中仍觉冷。你
看，为了方便手机查单，我戴的是露出手指

的手套，送单中手指有时冻得发麻。
当然，累并幸福着。越是恶劣的天

气，意味着平台订单就越多，收入自然也
增加了。比如暴雨天的高峰时段，每小
时大约能有 8 单左右，要是顺路订单派
到多的话，每小时 10 单以上也有可能，
按照每单 7 元左右，一小时十几单能赚
近百元，高的时候一个月能拿1万多元，
低的时候也有六七千元。

在送单过程中，我开始逐渐感受到
这座城市的温暖。有的顾客会在订单上
写下备注：“不要着急，注意安全”；遇上
降温，一些商家会招呼我们到室内等待，

有的还会备上热茶；还有顾客收到外卖
时点头示意感谢。这些温暖的瞬间，都
会让我觉得自己的职业被认可，被尊重，
是一种幸福。

现在，我还有一个新身份——衢江
区“社区骑士”，成为网格治理队伍的一
员，例如在樟潭街道霞飞社区，有几位老
人行动不便，我便承担起从社区共享食
堂里取餐为老人送餐的职责。我觉得，
这些工作之外的举手之劳是自己的责
任，也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在过去近 1 年的时间里，我的送单
量长期位于片区送单排行榜前5名。最
近这些日子，受疫情影响，市民购买药
品和必备生活物资的订单量激增，我的
接单量几乎是平时的两倍以上。我每
天都得干到深夜12点，才能将当天订单
配送完。

在一次次的奔波中，我收获了这份
职业的认同感、这座城市的归属感、还
有生活的幸福感。我很乐意接受“外卖
小哥”这个标签，我希望自己能干出点
名堂来。

（本报记者 赵璐洁 祝旖波 通讯
员 叶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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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县城到龙溪乡，这条公交线
路我开了3年，路上有多少个坑洼我都
晓得。

这条线路，穿过了五大堡乡、岭头
乡、举水乡、龙溪乡 4 个乡镇、19 个村，
来回得 130 多公里。山高路远，村民
们到庆元县城，近的 20 公里，远的 60
多公里，往返城乡是一件麻烦事。大
伙出门买菜、看病、走亲戚，都坐我这
趟车。

每到一个站点，我总是会把喇叭
声按得又亮又长，这是我和乡亲们之
间的信号。除了一张张熟面孔，车上
少不得载上米面粮油、鲜肉活鱼、肥料
农药、种子苗木，还有快递包裹。

今年 4 月，春耕的时候，老乡们要
种地。我从县城的种子公司运了好几
百斤的水稻种子到龙溪乡政府，袋子
里装着中浙优1号、中浙优8号、甬优9
号、甬优 1540 等，一到站，乡干部把种
子发放给排队的老乡们。谷子一种下
去，等到秋收，村民们一年的生计就来
了。

今年是不容易的一年。乡干部告
诉我，村民们靠在茶园采茶青、山里捡
锥栗，每年可以增收2万元左右。可今
年夏秋季，全省持续出现高温干旱天
气，干旱天太长了，地里头缺水，龙溪
乡里的锥栗树结的果子比往年少，减
产了大半。好在老乡收得勤，价格稳
得住，今年八九月份，光大包大包的锥
栗就有6万多斤。

我每天要向县城运送新鲜锥栗
2000 多斤。车子一进村，老乡们骑着
三轮摩托车拉来货，一袋袋锥栗往车
上装，车上的边仓、后备箱全都被塞满
了，车里还要装上十几袋，就连座椅底
下的空处，也被挤得满满当当。

我的手机电话簿上存了百来个村
民的电话，他们只要有需要，都可以给
我打电话。

龙溪乡西溪村里低保户杨成汀
独居在家，一年到头都在村里的居家
养老中心吃饭。养老中心临时停业

后，他回家后揭开锅盖，发现自家很
久没用的电饭锅已经坏了，他可急坏
了。老人家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向乡
亲们张口，只好连夜打电话联系我。
当时，我刚忙完一天的活，刚准备躺
下休息，接到了一通电话：“育何啊，
我家电饭锅坏了！没有这个东西，饭
做不起来吃噶⋯⋯”

“叔，你别急，我去店里帮你看下
撒！”

接完电话，我立马起身骑上摩托
车，到县城里的好几家电器店里找电
饭锅。想到他一个人吃住，我就给他
买了一个单人电饭锅。第二天一大
早，我把锅放在车上，卸完货物后，第
一时间就将电饭锅送到他家，告诉他
怎么用，等老杨叔煮出喷香的米饭后，
我再发车继续下一个车程。

我也给乡亲们跑跑腿，代买菜，代
送药。村里老人牙口不好，只能吃点
软乎的吃食，我去早市给老乡买菜的
时候，会特别留意摊位上有没有粉皮，
有的话就买上一些给老人家送过去；
前些天，西溪村里一位 80 多岁的大爷
痛风病发作，家里药也快空瓶了，我下
班后跑到药店提前买好药，第二天开
车送货的时候给他捎过去⋯⋯

老乡总是念叨着我，这一年下来，

好几回招呼我去家里头吃饭。他们从
地里拔出一把把油亮的绿叶菜，也不
忘给我捎上一份。

除了给他们带货送货，我更想带
着他们过上好日子。我是西溪村村委
会副主任，看到村里的土地好多都撂
荒了，长出了一人高的芦苇，前段时
间，我带着村里好几个青壮年去地里
头把芦苇秆子割掉，在田里开出几条
小路，把 20 来亩的抛荒地开垦出来，
撒上了油菜籽，相信来年春天油菜花
开，地里会有新收成。

算起来，今年是我工作的 20 个年
头了，1993年从部队退役后，我就来到
车队工作。我老婆觉得这份工作太辛
苦了，老劝我，开几年就不要开了，可
我觉得吧，我今年才 53 岁，体力还吃
得消，老乡的信任，让我越开越起劲，
我还想着再干几年咧！

你看，仙居到庆元公路、龙溪到庆
元的银屏山隧道工程今年底就快通车
咯，通车以后，龙溪到庆元的时间能缩
减到 1 个钟头，乡亲们很快就能告别

“在山里坐船”的颠簸路，一大早从地
里头掰下来的新鲜玉米，还能运到县
城的早市上卖嘞！

（本报记者 邬敏 邱建平 县委报
道组 吴丽萍 通讯员 吴文辉 整理）

老乡的信任，让我越开越起劲
庆元县农村客运驾驶员
杨育何

我一开始没想到，一个产品，通过推
广营销，包装成网红产品后，一天就能卖
几万单。对我来说，这个全新的领域，太
有奔头了。

我是义乌市雅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广东潮汕人。2005 年，27 岁的
我来到义乌创业。这么多年，一直在招
商、办线下展会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
疫情一来，很多线下展都泡汤了，业务量
一落千丈。我逐渐意识到，靠“老路子”
来经营公司，已经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变
化了，公司到了迫切需要转型的时候了。

今年7月，我与合伙人一合计，决定
转战电商，成立国货品牌爆品基地，并将
基地位置选在了义乌最繁华的网红直播
第一村——江北下朱。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运营模
式。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把源头工厂的
产品拿过来，进行分析，打造成爆款产
品。然后，再把爆款产品卖给下游公司，
让供需双方实现精准对接。

不过，要想打造一个爆款，过程并不
轻松。一款产品到我们手上，我们会从
它的颜值、功能、品质、包装等多个维度，
判断其成为爆款的可能性。然后在网上
各大平台搜索类似产品，看看它们的销
量如何。接着就以短视频、直播等方式，
通过不同渠道进行试卖，最终选择最佳
的销售方式。

从7月1日开始试营业到7月底，短
短一个月的时间，运营模式的创新，让我
们的基地拥有了高达上百家的源头厂
家，还吸引了近万家的下游公司来我们
基地进货。当时我太兴奋了，第一个月
的红火生意，证明我们的转型是完全正
确的。

日用百货、美妆、网红食品、小家
电⋯⋯什么会火我们就卖什么。今年
夏天，我们推出了一款“开瓶神器”，因为
操作方便，开瓶后瓶盖不会变形，一下子
就成了网红产品，一天就销了 8 万单。
类似的爆款，还有很多。

正当我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时，
疫情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来势汹汹
的义乌“8·2”疫情，给整个义乌按下了
暂停键。那段时间本应该是客流量最
大的时候。错过黄金期，损失很大。那
场疫情刚来的几天，我整夜整夜失眠。
看着窗外一片寂静的江北下朱，再看着
公司几十个员工的工资表，真是满满的
无力感。

每天打开微信，一大波来自全国各
地的供货商和买家的未读消息等着我回
复。“物流正常么？”“这个样品能发来看
看么？”“库存还够么？”

但生活再难，也要继续下去。很快，
我便从颓废中“清醒”了过来。疫情把客
商挡在了门外，把我们关在了家里，但不
影响继续做生意啊。主播、运营和客服
不能出门，那就居家办公，线上直播带
货、接单、维系客户。

我的一个员工，住的公寓只有20多
平方米，离公司不远，走路不到 10 分
钟。疫情发生后，她马上把直播设备从
公司搬到了公寓。她说的一句话让我非
常感动：只要设备在，哪都能直播。

我还在全国招募了 10 多名带货达

人，让他们帮着打造爆款，继续卖货，弥
补流失的线下客商。一开始，不少大牌
的网红主播觉得新店没流量、没名气，我
就承诺疫情放开后，他们来义乌工作的
话，就包吃住、包路费。

不止是我。当时街面上空荡荡的，
一切都静了下来。不过，与这一画面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室内热火朝天的忙碌
场景。疫情，并没有阻挡江北下朱电商
人的创业激情。

政府也很暖心。那段时间，江北下
朱所在福田街道组织了党员干部和志愿
者队伍，为我们送物资，喊我们定时做核
酸，还帮我们解决网络、物流等难题。多
亏了他们，我们才能安心宅家做生意。

也是那时候，我还在新闻里看到，在
义乌方舱隔离的一位老板娘，因为要赶
制巴基斯坦老客户一笔 200 万件的订
单，隔离前收拾行李时，随手把一批货装
在行李箱带走了，无聊时便串珠子赶货。

义乌人的这种精神深深感染着我，
我也凭借这份坚持，度过了最艰难的时
刻。就这样，20 多天疫情，公司闯过了
难关，稳住了阵脚，还接了
不少新单子。

后来，每天线
下来找我的客户
也开始络绎不
绝，既有希望
在 他 这 里 展
销产品的源
头 厂 家 ，也
有全国各地
来选购爆款
产 品 的 买
家。如今，在
短短 6 个多月的
时间，我们就有了
600 多家源头厂家供
货，7 万多家下游公司在
我们这里买产品。

这一年过得很不容易，但收获也是巨
大的。公司转型成功，意味着以后不再
单纯依赖展会经济，而是可以两条腿走
路。这一年，我千方百计地“抢”生意，像
是经历了一场梦。

产品不好可以换，平台不行可以换，
物流不顺也可以换，选择永远比困难多，
义乌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希望义
乌明年会更好，我的2023年会更精彩。

（本报记者 何贤君 共享联盟·义
乌 陈洋波 整理）

谷底逆袭，变身爆款幕后军师
义乌市电商从业者
谢少鑫

扫一扫 看视频

我的年度报告我的年度报告

这一年，有 600 多家厂

商给我供货，有7 万多家

公司找我买货

这一年，我打造了 18 个爆

款产品。最火的一个爆款，

一天就卖了8万单

今年我给儿子办了一个温馨

的成人礼，感慨时光飞逝的

同时，突然发现，自己事业上

的转型，就像是另一个“成
人礼”。太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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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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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育何与乡村公交 本报记者 邱建平 摄
谢少鑫在做直播。 受访者供图

何伦文正在送单何伦文正在送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祝旖波祝旖波 摄摄

我一年在路上花的时间

超过1800 个小时，

行程超过46万公里，

送出超过2.5万件货物

今年的丰收季，我一天运送的锥

栗就有2000 多斤

除了开车，我也喜欢音乐，喜欢

看老人家拉二胡，今年心血来

潮，还会自己做二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