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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坚守，只为您的平安——
本报记者 于芯

“您好，我来取第17号单的订餐。请问，已经
打包好了吗？”

“您好，这是您定的餐，祝您用餐愉快！请您
对我们的服务给予评价。”

“您好，由于大雪天气路面湿滑，又遇晚高峰，
您定的外卖会稍微晚一点儿送达，请您谅解！”

漫天飞舞的雪花整整飘了一天，傍晚时分更
加肆虐起来。又到了晚高峰堵车时段，刚才系统
自动接下的这一单，是“外卖小哥”宋清源今天接
到的第56单。坐在摩托车上的他，敲了敲捆裹了
好几层的绑腿，眼睛还在认真核对着手机上的订
单详情。雪花打落在黄色的工作服上，还没来得
及抖落，新的雪花又再次覆盖上来。开启车灯，将
外卖食盒平稳地放进后备箱，“外卖小哥”宋清源
再次上路……

记者又一次见到宋清源，已是18时30分。只
见他迅速扒了口盒饭，就着一口凉汤下肚，这是今
天他迟来的午餐。记者给宋清源算了一笔“运动
型”账单：从接单、取单到送单，1个订单上下跑 1
个5层楼，除去电梯楼和低矮楼层，平均50个订单
下来，他每天至少要跑1个200层楼的上下。惊叹
之余，记者不免对眼前这位看似不起眼的“外卖小
哥”投去赞许。

“跑习惯了也没啥，当锻炼身体了，我最多一
天跑过 78单。”宋清源脸上露出憨笑。“春节期间
我申请了无休，在家闲不住，出来跑几天也能多挣
点儿钱。”勤劳的人，话里总能透着实在。

宋清源的时间很“赶”，记者为了不耽误他的
工作，开车紧随其后。几单下来，深感“外卖小哥”
的确不容易：七八层的老旧楼房要迅速跑上一个
来回。有电梯的公寓挤满了人，还是要跑楼梯。
送餐晚了、汤洒了要跟顾客解释，敲错门了要遭人
白眼，餐不合口送餐服务也会跟着得到差评……

取餐的路上，宋清源的母亲打来电话，叮嘱他
天冷路滑注意安全，嘱咐他过几天买点儿年货回
趟农村老家。嗯！他听后眼眶有些湿润。

“刚开始做这行，身边人都不理解。我穿上这
身衣服，感觉总被人瞧不起，也不爱和人挤电梯，
送餐快被路上司机骂过，还在顾客家门口帮着挑
过葱花，最怕收到‘差评’，但大多数人对我们都很
友善和理解。日子久了，我也想，我靠自己双腿跑
单挣钱，没啥丢人的！”攀谈间得知，宋清源有两个
孩子，女儿去年考上了五高中，儿子上小学 4年
级，爱人患有心脏病、哮喘，不能干重活，他成了全
家的“命根子”“钱袋子”。谈到以后的打算，宋清
源说：“好好干，供孩子念书、上好大学。”

“苦吗？委屈吗？”记者问他。
“不苦，不委屈。”他回答。
“那你幸福吗？”记者又问。
“我觉得我挺幸福，有家、有妻儿，能奋斗，有

盼头。”他眼神坚定。
去年，宋清源还被美团外卖评上了“优秀送餐

员”。

记者手记：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因为
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与生活方式。但我知
道，当你忙得不可开交、饿着肚子等来一顿热乎乎
的饭菜时，那种不可言语的幸福，和每一位“外卖
小哥”为你送餐、收到你好评时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们尊重每一个合法、合规的行业，就要给予这个
行业中的从业者应有的尊敬和爱护。他们每天在
路上，奔跑于千家万户，服务市井
烟火，他们也是新时代的“追梦
人”。星光漫天，穿梭在霓虹下的
身影，他们或许是谁的儿子、谁的
丈夫，又或是谁的父亲。

用双腿跑出幸福的“外卖小哥”
本报记者 张莹莹

按照和吴帝达的预约，记者来到我市本格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主营网络销售棉袜，吴
帝达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在公司，记者看到工作人员都在忙碌，有的在
包装袜子，有的在电脑上回复客户咨询，有的在核
对发货物流单号……记者向公司的一位女员工询
问吴帝达在哪里。女员工用手指向一位男士说：

“他就是我们的老板吴帝达。”
吴帝达很年轻，瘦瘦高高的，如果不事先了

解，你不会以为他就是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老板，
而像是邻家大男孩。经了解，吴帝达年龄确实不
大，是一名“90”后。他并不是辽源人，都在辽源用
了三年时间，从一名打工者做到如今的电子商务
公司老板。

说起自己的创业历程，吴帝达的思绪回到了
三年前刚来辽源的情景……

来辽源创业前，他在长春开过饭店。由于各种
原因，饭店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了不少。未来何
去何从，这让吴帝达和妻子一时犯了愁。

“现在互联网挺发达，很多人在网上卖东西，
要不咱们做电商吧？”“可是，做电商需要找到合适
的地方，得有完整的产业链，这样才能有完整的供
应链。”脑子活泛的吴帝达对妻子说。

“我的老家辽源袜厂多，有很完整的产业链。
我还听同学说那里有很多人都在做电商销售棉
袜，效益都不错，要不咱们去试试？”吴帝达的妻子
提出回辽源创业的建议。

就这样，吴帝达来到了妻子的家乡辽源，开始
了他的创业之旅。万事开头难，创业之初，吴帝达
一缺资金，二缺做电商的知识和技术。为了获得启
动资金，吴帝达毅然决然地卖掉了自己的爱车。启

动资金有了，没有专业的电商知识和技术才是摆
在吴帝达面前的最大难题。

对于电商认知零基础的人来说，获取专业的
电商知识和技术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点一滴地
学习。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能力，吴帝达在学习上
下了很大工夫、花了不少心思。他虚心向前辈学
习，刻苦钻研书本知识，挤出所有能挤出的时间研
究网上的电商教程……就靠这样的坚持，吴帝达
慢慢地具备了从事电商的技术和知识。经过三年
的历程，他的电子商务公司也渐渐走向了正轨。

当记者向他询问创业的秘诀时，吴帝达思考
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创业要想成功，就要有学习
能力，能吃苦、有正确的关注点，还要有创新的意
识、有良好的创业环境。学习能力强就能学到新的
东西，能吃苦才能破解遇到的难题，正确的关注点
才能让你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专心做最该
做的事情。创新就是要不断跟上潮流，好的创业环
境是创业者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谈及未来的发展，吴帝达清醒而坚定。他说：
“做电商就得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得跟上每一次
发展的浪潮，否则就会被发展大潮淹没。今后，我
将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用更加先进的理念
指导我的电商之路，让自己走得更远。”

记者手记：吴帝达他的创业秘诀，简而言之，就是
利用好创业环境，奋力拼搏，敢于创新。没有人能够随随
便便成功。吴帝达从打工者到电商老
板，用的时间不长，但是付出的努力却
不少。他的创业经历启示我们，要做肯
努力、勇奋斗、敢创新的人。只要我们
肯努力，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电商老板的“创业经”
本报记者 咸凯慧

春节临近，节日市场一片火热气氛，置办年货
的百姓在各种商品摊铺前挑挑选选，也让2020年
新春的年味儿变得越来越浓。1月19日，在天空还
飘着雪的午后，凯玛附近的一家坚果小铺前围满
了选购坚果的消费者。这家名为尹二笨榛子的小
店前，三四个人一起忙活儿都有些手忙脚乱，而街
上的坚果店那么多，这家小店似乎总是要格外地
热闹一些。

尹二家的坚果生意好不仅体现在人气旺上，
还有顾客与商家之间的高信任度，用老顾客的话
说就是：“老板一家人卖货都‘贼实诚’。”老板娘为
人热情又有着“好记性”，十几年前来的老顾客，再
见依然能认得出来，买的什么货还能说得出。很多
顾客都习惯了让“老板娘”做主帮着挑货，每逢顾
客购买的数量大，又忙不过来时，老板就干脆打开
成箱的货，请顾客到屋里自己装。

小店的老板尹竖杰、徐丽辉两口子都是十几
岁就从农村走出来的创业者，从白手起家到有自
己的小店，从商多年让这一家人越发坚定了一个
道理：坚守诚信，做出口碑，生意才会做得红火、做
得长久。有的商家为了赚钱，会把不同品质的货混
装售卖，比如把B类品质好些的掺进A类货里，而
不混货售卖则是尹二家的原则。曾经在冬季风靡
辽源大街小巷的糖炒栗子、核桃，有些商家看到后
都在门口支起铁锅现炒现卖，这种新鲜、热烀的销
售方式吸引了很多消费者购买。但同样的商品，各
家的价格却是有高有低，主要原因出在这些炒货
的“甜”味上。用六百多元一大袋的白砂糖炒出来
的坚果很甜，用十几块钱一罐的工业糖稀炒出来

的也很“甜”，自然有商家会选择降低成本。当时，
老板娘徐丽辉说了让女儿能记一辈子的话：“喜欢
吃糖炒栗子、核桃的，很多都是孕妇和孩子，尤其
是小孩子还会喜欢舔栗子甜甜的外壳，用工业糖
稀那不就全吃到肚子里去了。咱家卖的东西都是
要被吃进肚子里的，丧良心的事儿不能干。”

过年期间，尹二家每天从早晨六时开始上货，
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钟天色漆黑，小店里越临近
春节就越忙。虽然全家人齐上阵也还是天天累得
够呛，但伴随而来的开心和过年氛围总会让一家
人从心里往外地乐呵。老板娘对记者说：“往年办
年货，首选都是糖果和瓜子、花生这样相对便宜的
食品，现在老百姓生活好了，买坚果的比买糖果的
多了，买礼盒走亲访友的也多了。我家的生意变得
更好，也说明咱辽源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不
仅讲究过得舒适、吃得好，还更注重活得健康。只
要我们继续坚持诚信经营，生意会越来越好，日子
也会越过越红火。”

记者手记：过年，总会让人联想到幸福的事情
——鞭炮、糖果、新衣和一家人脸上的幸福笑容
……而置办年货，则是很多人在新春前最快乐的时
光，节日市场也就成了整座城市中“年味儿”最足的
地方。城市里的“年味儿”并没有变淡，而是我们生
活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对生活品质
的追求在不断提升。无论多少年，红
红的对联依然会贴在家家户户大门
前，我们对春节来临的期待不会变，
对家的热爱一样不会变。

真心换真心 诚信变“真金”
本报记者 刘红娇

①风雪①风雪中“外卖小哥”奔跑在送餐路上。

②②飘雪寒冬日，阻挡不住消费者购买年货的热
情。

③③吴帝达（右）对网上销售的袜子进行物流单号
统计。

④④为保道路畅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
队民警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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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55分，一粮库火车道口，一辆轿车与三
轮车碰撞……

17时43分，南康分局北门道口，一辆轿车撞
伤行人……

18时10分，丘下道口，一辆面包车与出租车
碰撞……

19时07分，十六中桥附近，一辆大货车行驶
中撞坏限高杆……

20时 20分，吉盛花园门前，两辆轿车碰撞
……

寒冬腊月的夜，华灯初上，一条条街道变成
了皓光闪耀的银河。然而，在城市街路上总会出
现一群身影，他们奔赴事故现场、勘察取证调查、
寻找目击证人，成年累月地奔波在马路上，及时
处理和侦破各类交通事故，用自己的执著与坚
守，守护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的和谐安
定。这就是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民
警的日常工作。

1月16日16时30分，记者刚到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办公室，一阵急促的电话铃
声响起……

“有群众报警，在一粮库火车道口碰撞，请马
上出警！”指挥中心发出警情。

“收到……”接警后，事故处理大队四中队长
包涵与民警周建宇、辅警刘树奇立即起身火速赶
往事发路段，记者也跟随他们坐上警车直奔现场
……二十分钟后到达事故现场。他们各自分工
明确，设置警示牌、保护现场、勘查取证、询问当
事人，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工作。经过现场初步勘
察，三轮车在倒车时没有看到在路上直行的白色
轿车，造成两车剐蹭。由于三轮车无保险，双方
当事人因理赔问题发生分歧，互不相让。包涵、

周建宇了解情况后，为他们讲解责任认定，又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导双方当事人。经过半个
小时的调解，双方各让一步，三轮车车主赔白色
轿车 700元，让这起交通事故圆满解决。随后，
三人回到了车上，他们又接到指令，奔赴下一个
事故现场……

“越是节假日越是忙。我们每天8时30分接
班到次日8时30分下班，要上一天一夜。就像一
个陀螺，永远转个不停。就今天来说，目前已处
理各类交通事故30余起。”在处理交通事故的间
隙，记者与包涵攀谈起来。已在事故大队工作六
年的包涵是市交警支队事故大队的“智多星”，几
年来从未缺席任何一次值班，节假日更没有离开
岗位一次。提起这些事儿，他有些心酸地说：“今
年年三十班是我值班，又不能回老家陪父母过年
了，等到时我只能用视频电话给父母拜个年了！”

今年春节最让民警周建宇高兴的事儿是自
己要升级当“奶爸”了。这不，原本答应妻子请假
陪产，可看到队友们没白没黑地忙碌不停，已经
请好的假期又让他延了后。“临近春节了，每天城
区车辆增多，大队民警警力少，工作量大，我要是
现在请了假，兄弟们就更累了！”为了大家万家团
圆，周建宇只能舍弃小家。这样的事儿对于事故
大队的民警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转眼20时40分，
包涵与两位队员赶赴第五起交通事故现场，可到
了现场却发现没有任何情况。包涵与周建宇下
了车勘察周围的现场。“对事故大队民警来说，白
跑一趟不是新鲜事儿。市民能用法律途径解决
争议的做法是对的，但也希望广大群众要注意及
时回馈信息，这样才能使有限警力发挥最大作
用。”包涵有些无奈地说道。

20时55分，包涵与周建宇和刘树奇离开现
场，返回事故大队待命。一边整理现场案件笔
录，一边看着电脑上推送警情的包涵说：“22时以
后，路面上的车辆少了，我们才能回到大队，喝口
热水，吃碗泡面，休息休息。”

其实，包涵、周建宇只是交通事故处理大队
的两名普通民警，这种状态是整个事故处理大队
民警工作的一个缩影。在他们的眼里，没有节假
日、没有作息规律，有的只是永远忙不完的案件、
接待不完的当事人和响个不停的报警咨询电
话。虽然工作量大很辛苦，节日期间也不能在家
里和亲人共享天伦之乐，但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工
作的辛苦和劳累而抱怨，他们把对家人的关爱、
包容以及内心的为民情怀全部融入到平凡工作
中，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虽然岗位
平凡，但他们却以岗位为舞台，公平执法保平安，
迸发着青春活力。

21时20分，包涵的手机骤然响起，一道警令
传来，这意味着包涵和同事们又无法休息，仍然
奔赴在深夜处理事故的路上……

记者手记：警情就是命令，事故处理民警24
小时随时待命，无论是清晨还是深夜，无论是在用
餐中还是在睡梦中，接警后立即奔赴现场。一路
走来，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没有刀光剑影的
追捕缉凶；有的是在复杂的现场中抽丝剥茧，追寻
事故发生真相；有的是在受害者家属面前，细心安
抚开导化解事故矛盾。这就是事
故处理民警做得事儿，他们用最高
的效率处理事故，用忠诚与奉献诠
释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
言，为您的幸福平安保驾护航……

““走下去走下去””抓活新闻抓活新闻
““沉下去沉下去””见真感情见真感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的故事和感悟的故事和感悟

群众在哪里，基层就在哪里、新时代的辽源
故事就在哪里——《辽源日报》记者积极践行

“四力”要求，在春节临近之际，再度踏上“新春
走基层”的采访征程，进社区、访农家、入企
业，嘘寒问暖、感受民生，在新闻现场触摸
新时代脉搏，用聚焦民生的镜头为您报
道发生在辽源大地上的新气象、新
风貌、新变化、新成效，用饱含深
情的文字为您讲述最基层、最
真 实 、最 普 通 人 的 新 春 故
事，记录辽源人幸福奔跑
的追梦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