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元旦到现在，船队载客量明显比
往年同期高，尤其是周末。幸好年轻的
船老大顶上了，船队的运力提升不少。”
绍兴东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乌篷船
管理部主任王再时说。

乌篷船、乌毡帽、乌干菜，并称为水
乡绍兴的“三乌”。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
乌篷船，是绍兴独特的水上交通工具和
文化符号，至今仍活跃在各大景点，成为
游客必打卡的体验项目。

然而，乌篷船船工数量不足、老龄化
等问题日益严峻，给诸多景区乌篷船运
营带来了挑战。2024 年 3 月，绍兴东湖
景区发出“英雄帖”——以 10 万元年薪
招聘 35 周岁以下新船工，吸引了近 60
人应聘。最后，通过面试选拔和试上岗，
13 名年轻小伙在 2024 年 6 月正式持证
上岗。

上岗半年多，这批平均年龄30岁的
船老大还适应吗？又给景区带来了什么
新变化？

小老板跨界：
很享受很自豪

新船工上岗后，东湖景区办公室接
二连三收到了游客表扬信。“因为老船工
普通话不标准，沟通不畅，曾经不时会收
到游客的投诉，如今却来了个大反转。”
王再时说，新船工们凭借着流利标准的
普通话和优质的服务，受到了广大游客
的好评。2024年6至12月，绍兴东湖景
区乌篷船接待人数 47.2 万人次，同比增
长72.7%。

“以往，虽然乌篷船充足但船工不
够，节假日游客太多，只能限流。”王再时
说，新船工上岗后，船队人数从 40 多名
扩充到近60名，来景区的游客们基本能
如愿坐上乌篷船。

“一到假期，我们新船工每人每天来
回划 40 趟以上，个个累到脚抽筋，但都
坚持下来了。”卡着年龄限制进来的陈
程，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卷王”，目前已经
划了近2000趟。

2011年大学毕业后，陈程便进入二
手车销售行业，还创立了一家公司，跟车
子打了13年交道，如今却成了东湖景区
52号乌篷船的掌舵人。

“生意不好的时候，我整天呆在办公
室里，焦虑得头发都掉了不少。”接到船
工上岗培训通知后，他立马清理了手上
所有的囤车，果断退出了二手车“江湖”。

然而，从小老板到船老大，这身份的
转变，心里那道坎儿可不好过。一开始，
陈程没好意思跟家人朋友提起这工作。

“最喜欢划第一趟船，东湖的宁静由
我来打破，这种感觉真的赞。”转换人生
赛道后，陈程很快适应了新角色，并开始
享受这份工作，“现在每天和湖水、游客
打交道，心情都好多了。”

陈程把游客当成了朋友。每当游客
踏上船，他总是热情地迎接，推介绍兴的
风土人情。不仅船上服务周到，连岸上
的行程也安排得明明白白。

不久前，几位西安游客来景区游玩，
刚好坐了陈程的船。大家越聊越投机，
从西安历史聊到绍兴黄酒，彼此还加上
了微信好友。晚上，游客发来微信询问
特色餐厅和景点，热心肠的陈程立马推
荐了几家绍兴菜餐馆，还整理了一条详
细的旅行路线。游客们在绍兴玩得不亦
乐乎，对陈程的推荐赞不绝口，临走前还
邀请他去西安玩。

“大碗吃饭，快乐减肥，比去健身房
有效，我一下瘦了 10 多斤，我们几个新
来的或多或少都减了，最多的减了 20
斤，一身肥肉变成了肌肉。”陈程的欢乐
写在了脸上，现在他不仅能大大方方向
家人朋友介绍自己工作，还打算邀请他
们上船体验一下。“乌篷船上，游客们形
形色色，大家没有身份区别，只有畅快交
谈，他们给了我自信和快乐。”

时尚“显眼包”：
还想去学修补乌篷船
“我直接微信上转你钱，你让我坐一

趟。”看着长长的队伍，有游客想“走后
门”。

“我可不能‘开后门’。”戴着茶色镜
片眼镜，头发向后扎成小辫儿，脖子上的
金项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众多船
老大中，1991年出生的傅云刚是个十足
的开心“显眼包”。

住着独栋别墅、一身时尚潮流打扮
的傅云刚为什么会来当船老大呢？

“以前的生活就像高速上的汽车，快
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宁愿选择在湖面上
慢下来，感受每一道波浪带来的快乐。”
2023年年底，亲人离世和长年累积的工

作压力让傅云刚近乎抑郁，为此，他“裸
辞”干了十余年的销售工作。

傅云刚作为东湖人，从小和乌篷船
打交道，有着深厚的感情。赋闲在家的

他看到招聘启事后，立即报名应聘。“小
时候出行主要靠坐船，父亲经常带着我
一起划船去抓鱼网虾，所以划乌篷船，我
上手很快。”

一干便上了瘾。“干销售时，老板跟
我说得最多的就两句话——‘加班是做
业务的常态’‘要干就干，不干就走’。”相
比之下，船老大只需要把船划好，保证乘
客的安全，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工作”，
情绪价值给足。

傅云刚坦言，这段时间的船工体验，
让他经历了一场心灵疗愈之旅。

如今，傅云刚也喜欢在空余时间，带
孩子来体验一下他小时候生活：爸爸划
着乌篷船，妻子和两个孩子坐在船上，一
家人有说有笑。傅云刚说，孩子回到学
校后，还自豪地向同学“炫耀”他高超的
划船技术。

随着划船技术日益精进，傅云刚还
有了新的职业规划：学习修补乌篷船，将
乌篷船的非遗技艺整套传承下来。

“有别的单位还想来偷偷‘挖’我过
去划船呢。”傅云刚开心地说，景区工资
待遇不错，而且工作氛围好，自己想一直
在这里干下去。

“发小”一起拼：
划船也能划出一片天
“毕竟是风吹日晒的体力活，现在年

轻人家庭条件普遍比较好，又读了不少
书，很难让人相信能干得了这么累的
活。”59 岁的老船工高国梁一直在担心，
这些年轻人到底撑不撑得下去，现在他
打消了这种顾虑。“别看他们平时嘻嘻哈
哈，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不怕日晒雨淋，
还好学多问。”

“小年轻就是有活力，个个都很能吃
苦，头脑也灵光，现在，整个景区都变年
轻、活跃了。”工作之余，高师傅总喜欢跟
这群小伙子们聚在一起话家常，他特别
点赞了年龄最小的阮宇斌。“小伙子每次
最早一个来练习，最迟一个离开景区。”

对于高师傅的表扬，今年22岁的阮
宇斌显得有点害羞。为了能练好划船技
术，培训期间，早上 5 时半，他就到最复
杂的水面进行练习；晚上，保安师傅多次
赶人后，他才离开。

熟能生巧。穿梭在狭窄、逼仄的岩
洞内，阮宇斌掌着乌篷船，犹如一只灵巧
的鱼儿，不疾不徐，轻松掠过一个又一个
关卡。

“这里比较窄，船也多，交汇时要慢，
船工之间要打好配合。”船行至陶公洞
时，入口处仅容两叶扁舟通行，阮宇斌驾
着船缓缓排队进洞，示意后面船工稍后
跟进。

“来嘞，刘师傅，让我一把。”随后，他
扶了下眼镜，收起脚桨，改用手划，小心
地和对面驶来的船只交错行驶，娴熟地
控制小船贴着石壁通过。“抓紧拍照，要
出洞了。”还没等记者回过神来，他已经
迅速在洞内水域调转好船头。

阮宇斌说，一开始自己总是“重手轻
脚”，手划着脚却停了下来，船就在水中
原地打转。“我从不气馁，趁着老师傅们
下班或不载客的空档，就凑上去讨教几
招。”空余时间，他还在家模拟划船动作，
增强肌肉记忆，把本领融入身体。

“这里是霞川桥，西游记取景地哦！”
“你看下后面，仙桃洞上面的题字可以拍
一下”⋯⋯除了划船技术，为了更好服务
游客，阮宇斌用心记下东湖游线沿途美
景，根据自己的经验，让游客拍好美图。

“游客把东湖美图晒在朋友圈，才是对景
区真正有效的推荐。”

阮宇斌感慨，以前在工厂里干活，天
天面对着零件，讲究一个精细，不过对性
格活泼的他来说，着实闷得慌。如今，每
日穿梭于东湖之上，迎接来自五湖四海
的游客，阮宇斌感觉眼界开阔了很多，也
格外珍惜这份工作，还特地拉来“发小”
一起干。

平日里，兄弟俩经常交流划船心得
和窍门，他们相信，靠着自己的努力，划
船也能划出一片天。

如今，这批年轻船老大成了东湖景
区的闪亮招牌，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
来。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打造一
支复合型的船工
人才队伍，成为向
世界推介绍兴的
一扇窗，让乌篷船
这张流动的文化

“金名片”更好地
传承、发展下去。

平均年龄30岁，这群船老大成为绍兴东湖的闪亮招牌

每一道波浪都能带来快乐
本报记者 苗丽娜 王 佳 共享联盟·越城 严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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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士驿站，缑城001”。
早上 8 时许，我在宁海县越溪乡南

庄村文化礼堂前下车，一抬头，一排蓝红
两色的醒目大字，跃入眼帘。

“陈站长，上工咯！”循声望去，“001
集士驿站”站长周淑杭正站在门口，朝我
使劲挥手，我快步迎上去，她打趣的一声

“陈站长”，一下消弭我和驿站之间的陌
生感，而我刚刚喜提的“新身份”正是周
淑杭的日常。

“缑城”是宁海的别称，“001”代表
着宁海第一个集士驿站，周淑杭对此一
脸自豪。为何取名“集士”？我了解到，

“集士”和“集市”是谐音，村民可以在集市
买到很多东西。此外，这不是普通的驿站，
更强调归集各种资源，集结更多人士共助
乡村振兴，“士”的意义更在于此。

4 年前，宁海率先探索以客货邮融
合打通农村物流的新模式，63 辆城乡客
货邮公交车驶向宁海乡村，集士驿站作
为中转点应运而生。4 年间，邮路不断

“做加法”，“跑”出一个个共富新场景。
近日，这一创新模式入围全国首批

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典型案例。

帮村民“买买买”

“嘟嘟！”汽车喇叭传来，一辆公交车
缓缓停靠在驿站门口。

周淑杭拉起我快步往外冲：“快递到
了，每天这个时间，雷打不动！”

眼前，这辆定制版客货邮公交车，前
半部分车厢载客，后半部分隔成独立空
间。周淑杭轻车熟路打开“后备箱”，入
眼，满满当当全是快递包裹。我赶紧上
前搭手，卸下各式货品。接着我又拿起
快递清单，边核对边感慨：“100多单，五
花八门，整个村庄的人都在‘买买买’
吧。”

刚清点完庞杂的货物，就有村民兴
冲冲前来领取团购的红石榴，还朝周淑
杭问：“团长，今天有啥好货？”

“团长？不是站长吗？”周淑杭见我
疑惑，解释道：“邮路通了，一天两班公交
邮车进村，不管是油盐酱醋，还是水果时
蔬，次日就能送达，我便帮着村民到各个
电商平台上团购质优价廉的生鲜食材，
我就成了村民团购团的团长。”

村民接踵而来，我和周淑杭忙着取
货、出库。当我递上今早收发的第56件
快递时，忍不住“抱怨”：“这也太多了
吧！”

“算少的了，多的时候一天200多件
呢！”周淑杭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热心的
村民拉着我聊起驿站建起前，他们要坐
公交到 10 多公里以外的快递代理点去
取，那时全村一个月的快递量也就几十
件，现在平均每月有 150 件。透过这些
数据，我看到了一条邮路正拉动村民消
费与生活升级。

忙碌间隙，我来到驿站进门处的电
子大屏旁，仔细观摩全县的“乡村邮路地
图”：180个集士驿站、91条客货邮路，交
织出一张四通八达的“带货网”。4 年
里，661.9万件快递进村、出村，背后是一
笔成本账——

商业快递“进村”每月成本需 6000
元，但偏远山村快递平均月收益约为
600元，这是被称为“最后一公里”的“亏
本路”。宁海巧妙地利用农村客运班线

网络和富余运力资源，设计专门的带货
公交车，一年能腾出约300万件的“顺道
带货”容量，让农村物流成本降低 35%
以上。

多个身份“切换”忙

快递收寄高峰期过后，忙活半天的
我刚准备坐下，又被匆匆赶来的村民吴
妙凤叫住，她递过来一张身份证，说道：

“麻烦帮我打一张个人社保证明！”
周淑杭迎上前，接过身份证，在一旁

的多功能政务机上熟练地操作起来。吴
妙凤则插空到快递货架上找网购到货的
小家电，交给我录入出库信息。转身的
工夫，她已经拎起快递，接过打印好的证
明往外走，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真方便！”吴妙凤的只字片语飘进
我耳窝，又给了我另一个崭新的视角。

环视四周，80 多平方米的驿站，不
算大，除了层层叠叠的快递货架外，还放
着五六台各式各样的“大块头”机器。在
我正对着的墙面上，挂着20多个加盟者
的“标签”：中国移动、农商银行、中国人
保、小象回家等。

“这些可都是我的‘工作牌’呢！”周
淑杭幽默中透着满足。一个标签，一个
身份：网购引导员、移动业务员、政务办

理员、电费水费代缴员⋯⋯总计十多种。
“咋忙得过来哟？”我不禁脱口而出，

今天，我们两个人、两双手，都已经累到
够呛。小到缴纳水电、电话宽带费，大到
办农财险、办社保、企业注册事项等，都

“挤”进小小的驿站里，我眼见村民来来
往往不断，心里暗叹：“驿站大概就是小
村最热闹的地方吧！”

“集士驿站，快递物流服务中心、乡
村便民服务中心、农特产品代购代销中
心和农村创新创业中心，四位一体，实现
多元化经营、自我造血。”这段写在集士
驿站简介上的话，落在周淑杭身上，是滚
雪球一般的人气⋯⋯

有服务也有创业

“叮咚！”周淑杭的手机响起微信提
示音，她扫了一眼信息，兴奋地分享给
我：“看，大单，有人订购30包虾干！”

手机停留的页面就是“集士驿站商
城”小程序，里面琳琅满目的货品全是宁
海村货：弘杨驿站竹制品、西翁驿站麻
糍、竹林驿站年糕⋯⋯不难看出，这是依
托宁海有形的客货邮路，为山货出村铺
设的又一销售渠道。

“瞧，我们南庄站的虾干，卖得顶
好！”周淑杭划动网页，停在了销量处，我

一看，一年卖出1003单。
周淑杭开始从货架上搬出一大箱虾

干，又翻出几只印着“南庄虾干”字样和
商标的专用纸箱，我俩开始七手八脚打
包。没想到，库存的虾干很快见底，她赶
紧拨通电话：“老杨，再送点虾干来！”

周淑杭口中的老杨叫杨能安，是南
庄村里的养殖户，也是她的创业伙伴。
南庄村水产养殖面积4880亩，人人是渔
民，家家养对虾、晒制虾干，但以往城乡
渠道不畅，供销存在“堵点”，村民只能等
采购商上门收购，价贱量少。直到驿站
开进村，改变了虾干销售方式。于是，正
在宁波开婚庆公司的周淑杭决定回村当
站长。同样敏锐的杨能安从村民手中收
购了5000公斤对虾，加工成如今驿站里
热卖的南庄虾干。

“我以站长的身份为他吆喝，推到商
城上，每卖掉一包，我能提成5元钱。”周
淑杭说，这是她这个外来媳妇回村后的
首个创业项目。

听着周淑杭的讲述，我触摸到一个邮
路“做加法”滋养出的崭新共富场景——
一个站长，就像一位经纪人，挖掘包装山
货，推动山村产业，周淑杭如今已为十几
个山货珍品带货，一年收入10多万元。

而在宁海谋划的蓝图里，到 2025
年，要建成集士驿站200个，培育像南庄
虾干这样的“一站一品”项目35个，以及
23个年收入超10万元的达人站长。

“厉害，达人站长！”我点赞道。可
周淑杭却连连摆手：“还早着呢，现在最
厉害的站长年收入 50 多万元，我要学
学他们如何给山货做视频、如何直播带
货⋯⋯”说话间，她已经捧起手机，观摩
起视频。

看着周淑杭这副认真劲儿，我心里
感慨万千，一条邮路激活了山村人的无
限渴求。目前宁海180个驿站已累计带
动农产品销售额超 1 亿元，助农就业
1800人以上。

宁海集士驿站和客货邮路织出偏远山村带货网，记者体验驿站工作

快递“坐”着公交来
本报记者 陈 醉

宁海集士驿站和客货邮路织出偏远山村带货网，记者体验驿站工作

快递“坐”着公交来
本报记者 陈 醉

陈 醉大佳何镇葛家村集士驿站。 受访者供图大佳何镇葛家村集士驿站大佳何镇葛家村集士驿站。。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工作人员从公交车上卸下快递。 共享联盟·宁海 吴帅 摄 记者（右）正在集士驿站为村民打包快递。 共享联盟·宁海 吴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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