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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岁的吴超没有想到，曾经的“飞
驰人生”会有一天慢下来。从日送百单
的“金牌小哥”，变身为盒马鲜生门店主
管，虽然活动范围小了，但他说，自己离
梦想更近了。

与吴超一样迎来改变的，还有近百
位“小哥”，他们都是全省首家“小哥学
院”的学员。不久前，该学院迎来了第一
批共20位毕业生。他们为什么来到“小
哥学院”？学得怎样？又因学习改变了
什么？

光靠拼，是不够的

记者来到了位于西湖区转塘的西投
银泰城，在位于地下一层盒马鲜生水产
区，吴超无疑是店里最活跃的人——时
而拿起喷壶，给鲜活的大闸蟹淋水；时而
走到养殖柜前，紧盯着里面的鱼虾，检查
它们的状态。“水产很娇贵。温度、湿度
哪怕有一两度的偏差，死亡率就会直线
上升。作为主管，我是‘新鲜’的最后一
道防线。”吴超一边干活，一边告诉记者。

同事们说，吴超很拼。2017 年，他
从四川巴中老家只身来到杭州，7 年里
做过房产销售、超市营业员，也送过外
卖。做小哥那段时间，他最多一天跑 20
个小时，困了就靠在电瓶车上眯一会儿，
以日送百单刷新区域纪录；新冠疫情期
间，他接连两周不回家，天天守在店里，
给大家“补位”。不过吴超说，给他带来
最大触动和改变的，是在“小哥学院”的
经历。“如果没有看到那条信息，一定不
会有现在的我。”吴超告诉记者。

2021 年 11 月，西湖区和浙江开放
大学联合成立了“小哥学院”；2022 年
初，学院首期春季班开始招生。当时，吴
超进入盒马不久，看到了发在工作群里
的招生信息。他几乎没有犹豫，报了名。

“不断换工作、找工作，越折腾，越觉
得学历真的很重要。”刚来杭州那几年，
吴超本以为自己建筑类大专文凭够用
了，却没想到屡屡碰壁。“就拿我入职盒
马来说。第一次连面试都没进，就被刷
下来了。我没有放弃，专门去超市卖了
一段时间水产，积累了经验，第二次应聘
才过关。但接下来如果想升职，又有更
高要求。所以，学历这一关，迟早得过。”
他说。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

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人数已达 8400 万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的涌入，也在无形中拉高了外卖、
快递等行业的门槛。

“我是 2020 年入职。幸好，那时候
是没有学历要求的。”28 岁的顺丰快递
小哥肖晨来自河南南阳，如今他正在“小
哥学院”读专科。“可现在不一样了。拿
我们站点来说，哪怕基层岗位，想要进来
至少专科起步。如果想升职成主管，至
少要本科或者以上。”

“这么‘卷’？”看到面露惊讶的记者，
肖晨笑了。“倒不是送快递必须要有文凭
才能送得好，而是现在想入职的人多了，
有的挑了。那么同等条件下，站点肯定
会选择学历比较高的，这也是很正常的
嘛！”他说。

在“小哥学院”，学员可以读专科和
本科。从“小哥学院”第一批毕业生和在
读学员的情况来看，“学历提升”无疑是
促使他们报名最关键因素。此外，这些

“小哥”不少已结婚生子，吴超和肖晨都
是如此。照顾家庭的压力，让他们有了
更多晋升的诉求，从而获得更多收入和
更稳定的工作时间。“我总不能送一辈子
快递吧？”肖晨笑着说。

通过学习，他们也获得了回报。以
吴超为例，他在入学“小哥学院”后的第
一年就升职到了门店的初级主管；今年
5 月，他又作为开拓市场的主力，从位于
萧山的门店转至转塘新店；本科毕业后，
他再获提级，成为门店的“中级主管”，手

下管着十多位店员。
“年轻人确实需要拼劲，但是，光靠

拼还不够。”吴超说，“提升学历，就是一
个好办法。通过学习，能够提升基础，让
拼的效果更好。”

学知识，肯定会有帮助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傍晚。在盒马
鲜生，轮休的店员们走向休息室，有的吃
饭，有的趴在桌上打盹。而吴超却“躲”
进了会议室，拿出笔记本电脑，又一次登
录了“小哥学院”课程。

“考虑到‘小哥’们的工作特性和生活
作息，‘小哥学院’的授课，采取了线上和
线下两种方式。除了直播上课，‘小哥’们
还可以补看录播课、在线完成作业等。各
门课程面授部分至少占 20%，并且基本
安排在工作日的晚上，或者周日的白天，
和‘小哥’的工作高峰错开。”浙江开放大
学开放教育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小哥学院”开设了行政管理、会计
学等十余个专业。吴超选择的专业是工
商企业管理，这也是大多数“小哥”选择
的专业。

过去 3 年，吴超平均每周花近 10 个
小时在线学习，并在线完成随堂作业。

“有些人会利用碎片时间学，学一会儿，
忙一会儿。而我更喜欢拿出整块时间，
比如午休、下班后或者休息天，受干扰
少，学习的效果更好。”吴超有些骄傲地
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心得——在整个进

修过程中，82个学分他未丢一分。
为什么完成学业后还会继续上课？“因

为真的管用。”吴超说，工作前和工作后，自
己对学习的心态完全不同。“之前，很多知
识，只停留在纸面，学了也没有真正记住。
但工作后再去学习，可以和实际贯通起
来，马上就会出效果，这就叫学以致用。”

比如，店里的新产品“元气蒸”，就源
于吴超从“成本控制”一课迸发的点子。
过去，根据盒马鲜生内部规定，出售的水
产一旦死亡就必须丢弃，导致一定程度
的折损。而“元气蒸”将部分海鲜提前蒸
制加工，并打折销售。这样，不仅丰富了
产品线，让有需要的顾客得到实惠，还降
低了折损率，每天为店里增加近千元收
入。如今，“元气蒸”已获盒马鲜生全杭
州区域门店的推广。

“进入‘小哥学院’后，吴超的改变还
是很明显的。”盒马鲜生西投银泰店店长
汤玺告诉记者，除了设计“元气蒸”，吴超
还根据学到的“以销定产”等知识，设计
了不少水产品的促销活动，用不同品类
相互搭配，最终达到增收降本的功效。

此外，吴超团结同事的本领也在增
强。“吴超做事一直很认真，很拼，但过去
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轴’，不懂得变通。
如今，他更愿意先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
在同事中的威信提高了，团队的凝聚力更
强了。这些改变，都是通过他认真学习、
认真思考带来的。”汤玺说。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肖晨身上。
他利用“商务数据分析”课程的所学内

容，在自己工作的快递营业部“现学现
用”，重新梳理此前的配送流程，提出改
进线路设计和人员、时间安排的合理化
建议，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

“刚报名‘小哥学院’的时候，我给自己
定的目标，仅仅是拿到文凭就好。现在来
看，在这里能学到真本事。接下来还有一
年多，我会认真学好每一课，也想让家人和
同事都看到我的改变。”肖晨对记者说。

慢下来，是为了再出发

作为西湖区的“明星外卖员”，今年
3月以来，38岁的黄晓琴多了一个身份：

“小哥学院”学员。刚入学那会儿，她特
意拍了一张写真照，配发朋友圈：“我要
上大学啦！”

虽然相比于在“饿了么”平台送外卖
和做“骑手导师”，“大学生”黄晓琴更忙
碌了。但学习之外，她发现自己的心态
正发生微妙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我不
再那么‘急’了。”

在黄晓琴印象里，进入外卖行业 4
年多，自己被无数个“快”字包围——做
骑手时，平均一天工作8到12小时，最多
一天送127单；做“导师”时，又整天忙着
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一会儿骑手电瓶车
坏了，一会儿买家联系不上了，每件事都
赶着趟、拖不得，久而久之，容易“上头”，
甚至发脾气⋯⋯

“但学习时，我会暂时把工作放在一
边，把心态放平，静下心去学。等课程结

束以后发现，那些急事儿，有些骑手自己
处理好了，有些同事们一起搞定了，还有
一些事儿，其实稍微慢一点处理，也没有
关系。所谓的压力，其实是自己给自己
的。”黄晓琴告诉记者。

帮助“小哥”们调整工作和生活节
奏，也是开办“小哥学院”的初衷之一。
西湖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说，在
新就业群体日益庞大、竞争加剧的背景
下，“小哥”们在业绩的压力下，不得不频
繁加班和“加速”，进而带来了身心健康、
交通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在‘小哥学院’
边学习边成长，既圆了他们的大学梦，又
让‘连轴转’慢下来，给他们的‘飞驰人
生’多一些选择。”这位负责人说。

根据“小哥学院”所在地——西湖区
西溪街道对 2000 余名“小哥”的问卷调
查显示，超过 68%的“小哥”有明确的提
升学历需求。对于这些需求，相关部门
也是想方设法创造有利条件——自“小
哥学院”开办以来，由西湖区总工会出
资，对加入工会组织的“小哥”学员学费
全额资助。“小哥学院”也设有奖学金，不
少“小哥”实现了不花钱上大学。

不仅仅是学业。“小哥学院”还开设
了“四时课堂”，包括红色思政研修课、学
历技能提升课、个性优化成长课和基层
治理实践课，让“小哥”们在学习的同时，
更多地融入集体、融入当地社会。

以吴超为例，去年他和另外五位“小
哥”一起，首创了“一站式小哥驿站服务
连锁模式”项目，并在 2024 年浙江省国
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上荣获金奖。“我们根
据自己的工作经历，设计了一套机制，鼓
励‘小哥’们参与社会公益赚积分。这些
积分，能抵扣在驿站里的消费。”吴超兴
奋地告诉记者，该模式已获相关部门初
步认可，转入进一步可行性研究。“希望
有一天能真正帮到大家。”

“此前，‘小哥’需要完成学业并获得
毕业证书后，才能报销学费；现在，只要
获得全部学分，学费每年都可以报销。”
浙江开放大学开放
教育学院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小
哥学院”也在不断

“迭代升级”，希望
能让更多“小哥”再
次出发，去追求不
一样的出彩人生。

走近全省首个“小哥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

“飞驰”在成长的道路上
本报记者 赵 路 通讯员 谢雯艳 汪 玮

王艳琼

当我们老了，想要如何度过晚年？
走进泰康之家·瓯园社区前，我反复思索
这个问题。

瓯园社区是温州一家总投资约18.7
亿元的高品质养老社区，位于瓯海区生
命健康小镇，近日开业备受关注。该连
锁医养品牌以前主要分布在北上广等一
线城市，这次首次进驻地级市，未开先
火，7 月试营业以来已有 130 多名老人
入住，平均年龄80岁。

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
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
提出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
式，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
晚年。

截至 2023 年，温州 60 岁及以上户
籍老人已超过 180 万人。国家卫健委
认定温州为全国首个老年健康重点联
系城市。高品质养老社区能提供哪些
服 务 ？ 如 何 满 足 从 养 老 到 享 老 的 期
待？日前，我来到瓯园社区，担任一日
工作助理。

给每个菜品档口都
贴上健康提示

漫步社区，我发现各种设施一应俱
全，超市、理发店等满足老人日常生活所
需，电影院、图书馆、健身房、游泳馆等休
闲娱乐场所也有配备。

洗菜、烹煮⋯⋯上午 10 时，社区餐
厅已经飘出饭菜香。我看到数字大屏显
示每天营养餐谱信息，还细心标记了糖、
油、胆固醇、嘌呤、节气食物等标签。

餐饮部前厅服务领班黄宗河教我排
餐，“每周得确保 50%的菜品不重复，至
少选择 16 个品种的原材料，还要排除
煎、炸等烹饪方式，着重考虑蛋白质、维
生素、粗粮的营养搭配。”黄宗河说，社区
每周公布菜谱前，需要拿给专业的营养
师评估。

社区餐厅11时开放，在老人来用餐
前，我得在每个菜品档口显示牌上张贴
食品含量卡片。“酱菜窝窝头贴上‘盐’的
牌子；清蒸小黄鱼标记‘中嘌呤’；红枣松
糕标记‘糖’⋯⋯”黄宗河看着菜名，一溜

儿报出成分，我边贴边记，这也是在给老
人健康用餐作提示。“像这份口蘑炒豆
瓣，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含嘌呤，不适合
痛风老人吃。”他解释道。

社区从饮食搭配入手，考虑老人的
身体健康，让我也涨了营养知识。我们
刚把菜品布置完，社区老人们就陆续前
来用餐。89岁的林爷爷拿着自助餐盘取
菜，选了一份清蒸鱼、一份炒鲜蔬、一份
西葫芦。我帮他盛了一份糙米饭，“这样
吃健康又清爽。”林爷爷笑眯眯对我说：

“这边的饭菜可口又很有营养，我很喜
欢。”

入住环境的改善，对老人生活品质
的提升显而易见。离开餐厅，我来到生
活区，发现这里也处处体现品质化。过
道感应门缓慢打开，防止夹到人；整栋
楼安装了地暖，带来恒温体验；房内设
施适老化改造，还配备智能音箱，可语
音呼叫服务。我了解到，入住老人每人
会分到一张居民卡，不仅是门卡、消费
卡，还能一键报警呼救。通过这张卡，
社区也可以一键找到老人的位置，保障
老人安全。

敲起非洲鼓，找回年
轻的激情

下午2时，社区学院开课了。瓯园社
区综合行政负责人林默让我当助教。她
告诉我，社区照护人员平均年龄31岁，本
科生占比近 50%，带着老人们上课的大
部分是和我一样的 90 后，还有不少 00
后，大家为老人们带来满满的活力。

“咚咚咚、哒哒哒⋯⋯”非洲鼓课程
人气很高，10 多位老人穿着鲜艳的服
饰，齐刷刷坐下来跟着音乐节奏拍打。
带教的 00 后音乐老师陈佳铭，边放着

《上春山》音乐，边指挥。她喊我一起指
导，看看有谁没跟上拍子。

一俯身、一挥手，旋律在拍打中流
动。除了敲鼓，还有不少手势动作，双手
转圈、向上挥舞⋯⋯我差点跟不上节
奏。老人们学得很起劲，不自觉就笑脸
盈盈。胡爷爷今年93岁，学非洲鼓半个
月，“刚开始我还想，这不是小孩学的玩
意嘛。”他也没想到自己表演起来如此
顺手。

陈佳铭毕业于南昌大学音乐治疗专
业，非洲鼓是她主推的课程，“这不是年
轻人才能玩的乐器。”她告诉我，这样的
拍打音乐，不仅舒缓情绪、释放压力，而
且锻炼手脑协调、提高老人记忆力，融入
一些手势动作，也帮助舒展身体。“这门
课受欢迎，有些老人还催着我问什么时
候再上课。”

没想到在养老社区，还能学会一门
新技能。70 多岁的张奶奶学完非洲鼓
后精力满满，打算继续去学书法课，“这
里对我来说，就像一个老年大学。我每
天睡醒就翻翻课表，看看有哪些适合自
己学习的课程。”张奶奶说，学习过程中
自己还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 你 我 永 不 忘 ，莫 斯 科 郊 外 的 晚
上⋯⋯”钢琴课也开课了，82 岁的郑奶
奶早早入座，“就想能完整弹出一首曲
子。”我给她签到完，就帮着她对谱子。
郑奶奶笑呵呵地说，自己刚来的时候琴
键不会摸、五线谱不会认，现在几堂课下
来，像是回到年轻时求学心态，“每天想
着学习，心情都好了。”

90 后运动指导师顾宁夏喊我一起

排课。我翻看课表，社区课堂确实丰富
多彩。一周课表上，从早到晚不仅有音
乐类课程，还有数独课、书法课、手工课
等，五花八门，其中预防跌倒课、功能改
善课、关节轻松操等，在健身房开课，也
非常受老人欢迎。

时刻提供健康照护

和生活区尚能自理的老人不一样，
社区里还有10多名老人入住护理区，需
要健康照护。护理区一楼是医务室，负
责整个社区老人日常医疗照护，目前有
3 名医生、6 名护士轮值，其中一名中医
师。医务室内设置了康复诊疗室、中医
诊室等。边上配套医院在建设，今后随
着社区老人入住规模扩大，还将招募更
多医生等，满足医疗需求。

“每天不是在诊室，就是在查房，老
人们头疼脑热随时来找。”健康照护部的
医生古力告诉我，这里的照护和寻常门
诊不一样，有别于挂号看病，入住老人一
有呼叫，值班医生就会上门。“我们还负
责护理区所有老人的诊疗服务，每天一

早随访老人，组织多学科会议，对老人进
行个案研讨。”

健康照护部主管章海燕见我来，叫
我一起帮忙照料。“这里一般入住的都是
失能老人，大多行动不便，家里人担心起
居所以送来社区。”章海燕跟我说，护理
区健康照护更细致，包括给老人洗脸洗
脚、喂饭剥虾、疏导情绪等。护理区共有
2 名主管、11 个护理师、1 名个案管理师
和1名文娱运动师，全方面提供服务。

“来来来，动起来⋯⋯”护理区也有
丰富的活动。这天，00 后文娱师白一禾
组织包饺子活动，护理师们正在搀扶老
人们一个个出来，集中在楼层中庭的长
桌边。她喊我一起带着老人们先做一套
口腔操，再做一套手指操，带动老人活动
活动。“老年人容易吞咽困难，关节也在
老化，护理区的老人尤其需要多动一
动。”白一禾边指导我，边对老人们轻声
细语讲解起来，“冬天是养胃的季节，爷
爷奶奶们动起双手，比拼下手艺，等下这
就是大家的晚餐。”我们还在说着，老人
们已经上手了。

活动间隙，老人们欢声笑语，我在一
旁帮忙准备每个老人的药盒，每个老人
餐后用药不一样，得给盒子写上名字，还
要仔细分类。健康照护部负责人方洁之
前在医院工作过，她告诉我，养老社区里
的医疗服务，涉及疾病预防、健康管理、
院前急救、康复护理等。她认为，养老社
区里形成“预防-治疗-康复-长期护
理”全生命周期医养服务，也给老人带来
了一种新的生活理念、新的生活方式。

“爷爷奶奶你们在这里生活开心
吗？”我忍不住想再和护理区老人们聊聊
天，老人们抬起头，缓了缓，回应道：“开
心，开心！”走出社区，我想我的答案有
了，当我们老了，健康快乐，有人常伴，这
便是幸福的晚年。

投资近20亿元的养老项目落地温州，记者担任一日工作助理——

为“夕阳红”注入活力与幸福
本报记者 王艳琼

肖晨正在学习“小哥学院”课程。
受访者供图

肖晨正在学习“小哥学院”课程。
受访者供图

黄晓琴参加全国首届外卖骑手职业技能大赛并获得冠军。
西溪街道供图

记者（左）帮助老人取餐。 拍友 徐可馨 摄瓯园社区的非洲鼓课程。瓯园社区的非洲鼓课程。

吴超正在盒马鲜生“元气蒸”档位前整理商品。
本报记者 马赛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