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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蓝车的“专职保姆”
本报记者 吴艳 摄影报道

他们身穿蓝色马甲，不分昼夜地穿梭在沧州的大街小巷，为共享助力车换电池，
将随意停放的车辆摆放整齐——

下午两点，正是一天中最热
的时候。在新华路华北商厦西门
的一处小蓝车停放点，穿着长袖
衣裤，戴着遮阳帽和面罩的张二
花只露着两只眼睛，为一辆小蓝
车调正了车把，又迅速地将一辆
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的小蓝车抬
放到停车点内。

“一查、二擦、三摆放，这就
是我们的工作日常。”张二花一
边麻利地摆放车辆，一边和记者
聊着工作日常。工作两年半时
间，她不停地穿梭于城市的大街
小巷，上万次重复着熟练的动
作。她说，每次看到杂乱不堪的
小蓝车被维护后干净整齐地停
放在停车点，就特别有成就感。

同事眼中“活地图”

两年半以前，39 岁的张二
花结束了全职妈妈的生活，应聘
到上海钧正（哈啰）沧州分公司，
成为一名巡检员。

现在，张二花的工作区域是
新华路华北商圈，和她搭档的还
有两位同事。在她们三个人的工
作区域内一共有 100 多个小蓝
车停放点，近 1000 辆小蓝车在
这一区域流动。

张二花的工作时间是上午
7 点—11 点，下午 2 点—6 点。

“赶上节假日或用车高峰期，我
们的工作时间也会相应调整。”
张二花描述起自己的工作来用
上了“弹性”这一新词。虽然辛
苦，但“初入职场”的她却挺喜欢
这份工作。

整天和小蓝车打交道，张二
花比任何人都懂每一辆车的“脾
气”。扫一眼，就能大致判断车辆
有没有问题。工作的第一步就是
检测车辆，车把歪了、车闸不灵、
减震调节等小问题，张二花就地
就能解决。一些大的故障，则要
在工作平台上标记，需要专业的
维修人员处理。

张二花的随身工具包中常
备着抹布、喷壶、除胶剂和铲刀，
将落地车、占道车等违停车辆摆
放归位后，张二花还需要处理小
蓝车上的“牛皮癣”。

这些小广告往往贴在车架、
车筐等不同部位，有的可以直接
用手撕掉，有的则需要她俯下身
用铲刀一点点刮。“这既是细致
活，也是辛苦活。”去除车身上的
小广告占用了张二花大部分时
间：“尤其是贴到车辆二维码上
的广告，一定要及时清除，否则
就会影响车辆的使用。”

在同事眼中，张二花是出名
的‘活地图’，100多个规范停放
的点位全都印在她脑子里。哪个
时间段，哪个点位容易堆积车
辆，张二花张口就来。

因为小蓝车的流动性强，在
用车高峰期，每十分钟张二花就
要在辖区内转一圈，将车辆摆放
整齐。

工作时间长了，张二花也总
结出一些省时省力的工作经验：
第一圈一定要快速摆好，因为摆
放越慢，堆积越多；水月寺街上烧
烤店夜间营业时间长，早上的路
面肯定乱，很多停在非机动车道
上的车需要摆放，一定要在早高

峰之间将这些落地车归位……
“我以前在搪瓷厂上过班，

耐热。”对于同事们都怵头的高
温，张二花反而很淡定：“可惜的
就是，夏天不能穿裙子。”

小蓝车搬运工

依赖于大数据的精准分析，
一批批共享车辆被投放于使用
率最高的地域。但早晚高峰过
后，往往是一骑难寻。于是，调度
这种失衡的人群——“摆渡人”
就出现了。他们穿着公司配发的
马甲，戴着帽子和手套，开着电
动三轮车，沿着规划的路线缓缓
巡视。

朱搏是“哈啰出行”的白班
调度，他笑称自己是“小蓝车搬
运工”。路边、花坛、停车场、小区
和写字楼附近，小蓝车可能会被
随意丢放在任意一个位置。这时
候，他就要徒手把一辆辆小蓝
车，从这些地方“挖掘”出来，然
后再抬放到三轮车上。一来二去
的，就要花不少的时间。运气不
好的时候，装满一趟，可能要一
两个小时。

将车辆运送到指定地点后，
他们往往会拍一张照片传到后
台，证明工作已完成。

解锁、整理、装卸……这是
朱搏和同事的工作日常，碰到早
晚高峰时，需要搬运整理的车辆
会成倍增加，“一天下来至少跑
几十趟。”

赶上用车高峰，每一次刚搬
来的车子，几乎立刻就会被骑
走。朱搏就再次开着车，找够一

车，再慢慢地开回来。就这样，循
环往复。

在新华区实验小学附近，朱
搏将十多辆小蓝车抬上摆渡车
后，拿出弹力绳固定好。出发前，
他拿出矿泉水，咕咚咕咚喝了好
几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继
续前往下一个停车点。

临近上午 11 点，两大瓶水
已经见底，这是他从家带的凉白
开。下午，他还要再买三四瓶矿
泉水：“天热时，不吃饭可以，但
不喝水可不行。”

调度员需要在户外高强度
作业，步数以万起步，风吹日晒
是常态。而在朱搏看来，这反倒
成了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一开
始我觉得这工作应该不会那么
累，没想到做了一天后，整个手
臂特别酸，晚上到家经常会累得
不想动。但睡一觉之后，第二天
又满血‘复活’了。”朱搏说。

经历长时间户外作业后，朱
搏的胳膊出现了色差，捋起袖子
一看，果然黑白分明。

每天为近300
辆车换电池

39岁的施晓伟是一名换电
员。一辆满载电池的三轮车加上
一部手机，就是施晓伟的换电工
具。他要确保自己所负责的区域
内，每辆车都“能量满满”。

为小蓝车换电的工作看似
简单，实际是一项体力活。一块
电池 9公斤，每车装 80块电池。
施晓伟一天要往返仓库三四趟，
为近 300辆小蓝车装卸电池，平

均一天搬运电池重达两吨。
在建设北街，施晓伟找到一

辆缺电小蓝车。扫码掀起车座，
拎起电量低的电池，将充满电的
电池装进去，整个过程行云流
水，只需七八秒钟。

“换电池的速度并不是一开
始就如此，而是日复一日练出来
的。”说着，施晓伟展开自己的双
手，十个手指头上面全是磨出来
的老茧，“刚开始干这份工作时，
每天手指都是肿的，后来时间长
了，就没什么感觉了。”

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往
返于电池仓库，施晓伟平均每天
都要骑着三轮车行驶 100 多公
里路程。最多时，这位小蓝车的
换电员一天为自己的三轮车换
过 7次电瓶。他要时刻关注三轮
车的电量，方便在最近的换电站
换电，以防三轮车缺电“罢工”。

小蓝车的电池怕淋雨，施晓
伟的车上带着雨布。看天气不
好，他第一时间用雨布把电池盖
好。常常是盖好了电池，自己却
被淋湿。

每天完成电池更换装卸，对
施晓伟来说是机械动作，但对于
急需出行的人来说却是“及时
雨”。每天晚上八点左右，施晓伟
都要到信誉楼附近换电池。那
时，有电的小蓝车被顾客骑走
了，商场的工作人员想骑车却发
现留下来的都是电量不足的小
蓝车。

施晓伟就是那阵“及时雨”，
换一辆小蓝车，就会被人骑走一
辆。“当骑行人跟我说‘谢谢’时，
我觉得很温暖，毕竟是帮助到了
别人。”每天为骑车出行的人输送

“能量”，施晓伟享受着这份新兴
职业给他带来的欢乐与获得感。

“夜猫子”搬运工

2020 年，小蓝车初到沧州
之时，郝立军就应聘到了公司。

“我就是一个‘夜猫子’，所以选
择上夜班。”

夜班调度和白班调度的工
作相似，只是工作时间不同。晚
上六点半，白班调度下班后，郝
立军开始上岗。

郝立军是一名夜班调度组
长，他和 5位同事的工作区间在
解放路、渤海路、浮阳大道和西
高铁的合围范围内。在系统大数
据和人工对需求预判捕捉到用
户需求和车辆使用情况下，郝立
军和同事们要将车辆及时调度
到需求量较大的停车点，还要负
责故障车找寻、报修等工作。

“这些小蓝车转运到哪里，
你们怎么判断？”面对记者的问
题，郝立军说他们可不只是小蓝
车“搬运工”这么简单，而是要根
据工作软件系统随时查看哪些
地区共享车辆多，哪些地区共享
车辆少，随时作出判断，保持“共
享车辆生态链”平衡。除此以外，
调度员对负责片区的了解和经
验也很重要。郝立军说：“作为一
名调度员，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
要保证共享车辆不挤占路面的
同时，方便市民出行使用。”

没上夜班之前，郝立军以为
狮城的夜是安静的。上了几年夜
班，他觉得狮城的夜虽比白天安
静，但绝不萧条，华灯亮起的狮
城夜景很美。夜间车比白天少，
意味着郝立军他们的路程会更
顺，更好跑。

市民对共享车辆的需求情
况，郝立军如数家珍：“晚上商
场、酒吧、小吃街等地需求量大，
早晨往往小区门口需求量更大。”

郝立军会劳逸结合地安排
组内的调度任务，刚上班时是用
车高峰，他们要集中将堆积车辆
分散到各个用车点位，同天、华
北三期商圈和曙光街上的堆积
车辆较多，郝立军就要格外关注
那个区域的用车情况。

郝立军的三轮车可以装 11
辆小蓝车。“一辆车重 60公斤左
右，找到正确的装车方式后，
也不是太累。”郝立军和同事经
常会交流怎样装车更省时、省
力：“无非就是借助惯性，用巧
劲，不能使蛮力。”

夜间十二点之后，市民用车
量减少，郝立军搬车也搬累了，他
就会开始寻找违停车和故障车。

凌晨两点，稍微清闲一些，
郝立军掏出准备好的面包、饼
干，将三轮车停到路边，开始享
用自己的午夜加餐，顺便让身体
放松一下。偶尔，他也会和同事
碰头，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会儿
天，再继续工作。

凌晨三四点钟，郝立军的夜
班接近尾声。看一眼工作平台上
显示的任务量和“我的收入”，郝
立军疲累一扫而空，内心踏实又
充实。

迎着晨曦，他踏上了回家的
路。

张二花正在把小蓝车摆放整齐张二花正在把小蓝车摆放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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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