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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悦
记者 宁 迪

一路疾驰，北京街头年味正浓。忙碌了一年

的美团外卖骑手辛云飞没有回老家过年，仍旧

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

“平常每天跑 35单左右，春节期间，骑手少

了一大半，单量反而会多一些。”正月初四，同往

常一样，辛云飞早上 9点开始，就从距离望京外

卖站点 10多公里的郊区家中出发，开始一天的

工作。

大约一小时后，辛云飞到达望京某美食广

场取餐。接过还温热的餐食，转身、戴上头盔，

飞速跨上摩托车，奔向下一个地点。

“我平时上午 10 点左右正式开始送单，晚

上 8点多回家。”送外卖多年，辛云飞总结出了

经验，一天中，上午 10 点半到下午两点以及下

午 5点到晚上 8点，这两个时间段是用户的下单

高峰，“春节期间也是这样”。

辛云飞在望京附近送餐，对望京周边的大

街小巷了然于心。北至来广营，西至大屯街道，

东南方向延伸至酒仙桥，望京周边大大小小三

四十个居民区、商业中心、写字楼……他总能准

确找到目的地。

28 岁的辛云飞来自河南商丘，这是他连

续第四年留京过年。妻子和孩子都随他一起

来了北京，妻子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当老师。

“我父母都在西安做生意，平时也挺忙的，也

支持我过年不回家的决定，再说我留下还能

多挣点。”

来自吉林长春的美团外卖骑手刘鹏举已经

连续 7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他说，自己留下来一

方面是想多挣点钱；另一方面也是心疼火车票

钱，北京到长春一个来回就要 1000 多元，实在

舍不得。

刘鹏举今年 41 岁，生活过得极为节俭，日

常就是抢单、接单、送餐挣钱，几乎没有空余时

间。他说自己生活压力大，赚的钱大部分要寄给

家里的老婆孩子，自己每个月的开销就是房租、

摩托车汽油费、饭钱。

刚来北京那几年，刘鹏举是望京站点有名

的“跑单王”。第一年，为了让家里过得好点，他

拼了命送外卖，累得等餐间隙都能睡着，一年下

来赚到 27 万元。不过，他笑言，“现在身体没有

以前好，不敢那么拼了”。

“这些年一直在外漂着。”刘鹏举说，自己连

续 7年没有回家过年，家里人不是没有怨言。他的

妻子在家务农，家里两个孩子，大女儿 15岁，小儿

子 13岁。前不久，女儿得知他今年仍要留京过年

后说，“我长这么大，你就陪我过了 3个年”。

“平台奖励力度大，春节单子也多些，就还是

留下了。”刘鹏举说，美团的平台奖是他留下的原

因之一，“留岗补贴、春节红包、冬天防寒补贴等，

这些加起来，能拿到 4200元”。

虽然春节过年不能回家，但刘鹏举几乎每天

都和家里人视频聊天。他常问孩子们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好在技术发达了，留京过年也能和

他们视频。”他说。

辛云飞感觉，现在社会普遍对外卖人员更加

认可了，社会评价也更高了。他们春节留守在北

京，坚持送餐，传递的也是一份份温暖与对社会

的回馈。

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节，美团加

大了对骑手的稳岗补贴力度。春节配送补贴包括

涵盖整个二月的长线活动积分奖励、天气补贴、

实时活动等。其中，长线活动积分奖励最高可达

1 万余元，天气补贴和实时活动将根据实际情

况，为骑手每单提供 1-5元的补贴。

1 月以来，美团配送还陆续在全国近百个城

市开展骑手春节联欢活动，举办骑手年夜饭、线下

文化主题快闪、年度荣誉表彰等活动，为留岗骑手

增添节日喜庆氛围。

“春节期间留京有不少额外补贴和激励机制，

还有各种活动，留下来也感觉挺温暖、挺值得

的。”辛云飞说。

外卖小哥：留下来过年挺温暖挺值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想

大年初八，京东快递北京东大桥营业部的

徐贝贝送完了最后一单，躺在床上，他合计着

哪天回老家山西临汾。这几天，父母经

常和他通视频电话，问得最多的是“忙

不忙”“啥时候回来”。

这个春节，徐贝贝没睡懒觉，

每天早上 7 点起床、上班。到了站

点，按重量和运输时间把包裹

分 类 ， 验 货 、 揽 收 、 分

拣，一件件年货开始在传送带上流动。

徐贝贝是 95后，送货区域在北京 CBD 一

带，经常出入国贸商城、国贸大酒店、国贸公

寓、北京嘉里中心。年前，这个区域“爆单”

了，每天他能配送近 200件物品，肩负起了超

往常三倍的任务量，累得直不起腰。

“这几天好多了。”他感慨道。过年期间，

虽然快递单量比年前少了很多，但由于站点的

配送员有一大半都回家过年，人少了，每天他

都得从早忙到晚。

“很多人对于收快递特别急切，经常刷

App 里的运动轨迹，悄悄观察我们的位置。”

他笑着说，“尤其春节期间的订单往往更急，

不少都是酒店、商城买给员工的补给品，还有

很多顾客订的生鲜，所以我们得加快脚步。”

这几天，徐贝贝和同事们感受到了很多温

暖。客户见了他们，几乎都说一句“过年

好”。一些公司采购零食给值班人员，为了让

小哥们方便配送，专门给他们办了临时工卡，

允许他们进入办公区，把货物放到指定的地

点。“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等候时间，让我们

早点完成一天的工作。”

徐贝贝回忆，国贸附近有一家酒店，为了

答谢客户，定制了一批年糕礼盒，由于发货量

较大，徐贝贝不小心发错了一单。他正打算自掏

腰包赔款，“没想到酒店自己把损失补上了，还

送了我一份礼品，怪不好意思的。”

徐贝贝做快递员已经 3年了。这个春节，他

和站点没回家的小哥们一起营造新春仪式感。小

伙子们对快递站点里里外外进行了大扫除，贴上

春联和各种龙年贴纸。除夕当天，兄弟们聚在出

租屋里，每个人都做了几道拿手好菜。

徐贝贝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炖排骨、炒

茄丝被一扫而光。大家边看春节联欢晚会边推杯

换盏，说着来年的期待。饭后，徐贝贝和同事们

在北京街头合影，把照片发给了远在老家的父母

和朋友。

“我单身，父母身体也挺健

康，所以在北京过年也挺好，没啥

负担。”说起快递小哥在春节期间

扮演的角色，徐贝贝的形容是：

“将祝福和喜悦准时送达的人。”

快递小哥：将祝福和喜悦准时送达

□ 杨鑫宇

春节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寄
托着无数种美好情感与对未来的愿
景。对许多为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
平凡家庭而言，春节也是一年当中
难能可贵的团圆时刻。

然而，舒适的节日体验，不是
凭空得来，万家灯火的背后，总要
有人悉心守护。其中就有快递小
哥、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基层
劳动者的身影。

寒风凛冽的冬日里，外卖骑手
们穿梭于大街小巷，确保每一份美
食准时送达，让团聚的时刻充满欢
声笑语。复杂多变的天气下，货车
司机们昼夜兼程，保障货运物流高
效畅通，为节日的喜庆提供坚实保
障。不论春节的氛围是多么祥和、
平静，每一处社区警务站、消防站
都不敢有半刻懈怠，24 小时枕戈待
旦，守护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
一幕幕令人动容的场景，是基层劳
动者、灵活就业者身上的“军功
章”，也让万物初醒的春节因此变得
更加温暖。

平时，一名普通的外卖配送
员，每天工作时间可能达到 10 小时
以上。在订单集中、运力紧缺的春
节假期，依然留守在岗位上的外卖
小哥，更要承受倍增的工作压力。
对“以路为家”的货车司机群体而
言，春节期间意味着各地增加的货
运需求。很难想象，相关从业者要
如何一边担起沉重的责任、一边排
解思乡思亲的情绪。但事实证明，
就是有这么一群看似平凡的人，在
默默地坚守。

春节期间，他们不畏艰辛、恪
尽职守，既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有更
好的生活，也为他人创造着更多美
好。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在各自
的征途上奔跑着、挺立着、奋斗
着。在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们用自
己的汗水绘制出充满活力的新春气
象。他们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何谓
敬业，也展现出当代中国社会的积
极面貌。

外卖员、快递员、货车司机、
网约车司机、基层安防工作者……
如果没有他们的默默付出，我们习
以为常的便利生活，根本不可能来
得如此理所当然。

春节就像一扇窗口，让我们更
清楚地看见这些平凡岗位的意义。
因为有人亲手将数以亿计的快递送
到网购者手里，我们的“年货篮
子”才能如此丰富；因为有一辆辆
满载的货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不
打烊”的店铺里才能有琳琅满目的
商品。当我们掏出手机，想要打辆
出租、点杯饮料、逛个网店时，都
不该忘记那些支撑着这套体系的
人。他们的坚守与努力，构成了城
市与乡村最温暖的底色。

在春节这个特殊时段里，他们
没有多少时间与自己的家人共处，
却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平稳运行贡
献力量，守护了亿万家庭的安宁和
喜悦。这些平凡中的美好，是中国
社会发展进步坚实的力量。

这些付出值得尊敬与回报。有
外卖平台为骑手发放春节稳岗补
贴，一些有春节值班要求的单位，
也会给基层职工发放相对丰厚的加
班费作为补偿。许许多多的消费者
也在努力回馈这些“小哥”们，善
意包容与感谢的笑脸，让他们感到
温暖，感到留守的值得。

许多人的工作看似平凡，却是
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这些“守护春节”的劳动者的担
当，让全国人民度过了一个欢乐祥
和的春节，也让我们对新的一年充
满希望。他们的坚守和奉献，书写
着普通人以平凡的努力成就不平凡
事业的故事。

那些在寒风中奔跑、在夜色中
守候、在路上执着前行的身影，是
春节里最亮丽的风景，也是新时代
中国的精神写照。

那些奔跑的身影
是最亮丽的风景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王鑫昕

1 月下旬的一天，四川成都已近深夜。寒

潮来袭，狂风大作，整个城市浸透在冷意之

中，零星的夜归人也加快了脚步。

“谁也别过来，我要从这里跳下去！”金牛

区一小区内，一位居民因家庭琐事情绪失控，

穿着单薄的衣服，爬上 7楼楼顶。

接到警情，金牛区消防救援大队花牌坊消

防救援站的 5名消防指战员快速响应，将装备

穿戴整齐。 5 分钟后，他们便出现在事发现

场。劝说、救援，不到 20 分钟，这位居民被

救下。

这只是花牌坊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罗双平

日常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为了处理各类警

情，这段时间他已连续熬夜多日。

平时，普通人或许很难感知，但危险来临

时，这群穿着“火焰蓝”制服的“蓝朋友”总

是最先到场，为群众安全筑起钢铁长城。

小消防站却大有来头

“真小啊！”每个经过花牌坊消防救援站的

人，往往这样感叹。

这个占地面积仅 1047平方米、总共 5层楼

的建筑，是那样自然地“嵌入”城市当中——

没有显眼的岗哨、标准的塑胶跑道。它与周围

商铺最大的不同，就是那 6 扇临街的红色消防

车库门。

但就是这么“袖珍”的消防站，却是二星

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首批学雷锋示范

点，已建队 73 年。走入他们的办公室，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花牌坊消防救援站辖区

图”，图上显示着该消防站负责保卫的 13.3
平方公里辖区的详情。

和普通人不一样，消防员对辖区地理条件

的感知，不仅仅包含最基本的地名和建筑，更

需要明确了解市政消火栓和自然水源的数量及

位置。

“以 2023年为例，我们接处警约 1400多次，

位居四川省第二。”花牌坊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

员但唐盛介绍，该站虽然是全四川省营区面积

最小的消防站，年均接处警量却高居前列。

如何利用好每一寸能利用的空间，加紧训

练备战？

此前，消防站没有消防训练塔，涉及到消

防员基本功的爬绳上楼、挂钩梯、二节拉梯等

科目无法开展。

据指导员但唐盛回忆，2010 年前后，他

们派专人前往都江堰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基地，

这是四川省首个综合性防灾减灾训练基地，拥

有非常专业的训练设施。“量了那边训练塔的

尺寸，等比例地把消防站靠外楼梯一侧的走廊

和楼梯改造成了简易训练塔。”消防站顶楼被

改造成屋顶篮球场，装备上了各类运动器材，平

时大家可以在此开展各类活动。

00后青春力量上线

“平时动作不规范，练的时候不流汗，上战

场怎么打得赢仗！”

1月 29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消防站

时，罗双平正严厉地训斥着几位在爬绳上楼训

练中流程不清晰、动作不规范的队员。

在真实的灭火救援战斗中，消防员们还需

要穿戴上厚厚的消防灭火防护服，再背上大约

20 多斤重的消防空气呼吸器，以能够在高

温、浓烟、毒气和缺氧的恶劣环境下进行灭火

救援作战。

或许是因为任务量大，消防员们训练时

所穿戴的装备，能清晰地看到一道道压痕和

黑印——这是他们出入火场的痕迹。

“平时救火怎么来，我们现在就怎么练。”

罗双平表示，冬季本来就是火灾高发期，大整

治行动以来，他们不仅加强备战，同时加大对

周围小区、单位等重点区域的走访频次和力

度，进行消防安全知识的宣讲。

“安全”这根弦，在消防员的脑海里始终紧

绷着。

消防员刘雨杰 2000 年出生，3 年前来到花

牌坊消防救援站，现在已经算得上是站内的“老

人”了。

刘雨杰坦言，2020年他刚考入消防队伍还

在集训时，就已从前辈那儿打听到了成都各大

消防站的情况，对于接下来的辛苦有了心理准

备，“大家都知道花牌坊消防救援站小，工作比较

辛苦、比较累，但我还是选择来到这里。”

当被问起家人是否担心他的安全时，他笑了

笑，“考消防员是我妈妈提醒我报名的，我相信

我的家人都能理解我的工作。”

几天前，刘雨杰和队友刚刚扑灭了一场老旧

居民房的火灾。在抱着水枪进入火场时，他看到

“天花板都被烧穿了”“房间里都是熊熊大火”，

他也不记得对着火焰扫射了多久，突然在对讲机

里收到了班长通知撤离的信号。

刚撤出，天花板就整体塌陷了。

“预判风险是一种能力，我们也不是一天

两天变得成熟的，而是需要在多次的实战中不

断打磨。”多次的救援经历让刘雨杰感受到，

只有队友们密切配合，才能最大程度地预防危

险发生。

对于这些刚刚加入队伍的新生力量，指导员

但唐盛表示：“我们正在努力让每名队员都成为

具有专长、能够独当一面的消防员，只有在日常

训练中不断提升专业能力，才能随时做好灭火救

援准备。”从以人数取胜到以专业取胜，消防站需

要这些年轻人。

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

2014年，19岁的罗双平进入花牌坊消防救援

站，一晃十年过去了。

以为会每天出入火场的他，到了这里才发

现，真正需要处置的火灾警情相对较少，“这几

天晚上我们大都在处置诸如跳楼、电梯困人、取

钥匙等情况”。

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只要一通电话，这群

“蓝朋友”总会出现，“火焰蓝”已融入了居民的

日常生活。

90 多岁的李光琼老人，被队员们亲切地称

为“二嬢”。

这段缘分还要从 20 世纪 80 年代说起。当

时，成都一环路犀角河常年河道堵塞，一到雨

季，街道上污水横流，臭气熏得人睁不开眼，附

近居民家里经常被污泥浊水冲荡，街道社区虽多

次派人清淤，但问题一直没能彻底解决。

时任乡农市街道办城管科科长的李光琼，找

到花牌坊消防站寻求帮助，消防站自此接下清淤

工作，一直坚持了十多年。一来二去，他们结下

了不解之缘。

“我年纪大了，记不住事了，娃娃们这么关心

我，我这是多大的福气啊。”“二嬢”说，她的生日愿

望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消防员们“平安再平安”。

2023年 11月，花牌坊消防救援站的消防便民

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在这里，附近居民累了可以

来歇脚、没电可以来充电、天冷可以来取暖。”但

唐盛希望，“火焰蓝”能为大家解决生活中一些

紧急的小事，为大家提供消防知识科普、休息阅

读等服务。

今年春节期间，花牌坊消防救援站全员在岗，

一如既往地守护万家灯火。

“迷你”消防站守护万家灯火

1月 29日，四川成都。在金牛区消防救援大队花牌坊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正进行日常训练。 汪龙华/摄

正月初四，骑手辛云飞在北京望京某购物中心取件。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悦/摄
春节期间，美团骑手刘鹏举在望京附近街道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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