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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在深夜的沧州街头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摄影报道

当时针转过零点之后，白天喧嚣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绝大多数的人都进
入梦乡，但跑夜班的外卖小哥却依然穿行在大街小巷——

“你有新的饿了么订单，请
及时处理。”李旭的手机发出了
提示音。他迅速查看手机信息，
立即赶往取餐点，将打包好的外
卖小心地放在电动自行车的送
餐箱里，赶往送餐地点。

黑夜给了城市一个休止符，
但很多像李旭一样的外卖骑手，
和身边的朋友、亲人过着有“时
差”的生活，骑着电动自行车

“跑”在深夜的沧州。

“夜单”很辛苦
收入也更高

李旭，今年 25岁，是饿了么
的“单王”。最多时，他一天跑过
100多单。

“之所以成为‘单王’，是因
为我比其他骑手更勤奋。”李旭
说，这让他十分骄傲。他也是饿
了么“跑”夜班比较多的骑手之
一。

6月27日凌晨，大部分外卖
骑手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家休
息，而休息了几个小时的李旭重
新穿上工作服，戴上头盔，骑上
电动自行车，准备接“夜单”。

轻轻地关上家门，李旭出了
门。李旭今天要“跑”到凌晨 3
点。

夏天跑夜班相对舒服一些。
冬天的时候就特别难熬，路上几
乎没有行人，与他相伴的只有

“寒风”。
李旭告诉记者，现在，夜晚

的沧州和白天的沧州可不一样。
骑着电动自行车跑在沧州的大
街小巷，路上车比白天少了很
多，空气也清新，气温不像白天
那么高。在车灯与路灯的交相照
射下，原本嘈杂的城市显得格外
宁静。

但是，夜间骑行也有危险。
夜晚的照明度不佳，危险性也大
大提升，李旭需要格外注意安
全。“我更会要求自己不闯红灯，
遵守交通规则。”李旭说，毕竟安
全第一嘛。

很多人都说骑手不就是送
餐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李旭
说，并不是所有的骑手都能上夜
班。他作为一名工作两年多的

“老骑手”，对沧州的大街小巷
“烂熟”于心。很多新骑手不熟悉
路况，跑着跑着就转向了，甚至
迷路了。所以，选择“跑”夜班的
一般都是“老骑手”。他和其他

“跑”夜班的外卖小哥都成了“活
地图”。

冬天的订单少一些，到了夏
天，吃夜宵的人多，订单也会多一
些。特别是今年，一晚上几个小时
的时间，能接到好几十单。

相比于白天，夜间配送的工
资要高一些。“白天我们的配送
费是 4.5元一单，到了晚上 12点
以后，配送费就达到 7元。”李旭
说。

从 2020年入职成为一名外
卖骑手后，李旭靠着自己的收入
买了一辆轿车。

今年，沧州的夜晚越来越热
闹，李旭的收入也越来越高。通
过辛勤的劳动，他一个月能拿到
上万元。“我切身的感受就是沧

州的夜越来越繁荣了。”李旭说，
现在沧州的夜市、小吃越来越
多，市民的夜生活也越来越丰
富。

对于未来，李旭信心很足。
“靠着自己的努力，‘跑’更多的
单子，赚更多的钱。我要把自己
的日子越过越好。”李旭说，他握
紧“车把手”，奔跑在路上，创造
着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

有委屈也有高兴
最怕顾客不理解

梁善元今年 27 岁了。作为
一名经常跑在深夜的外卖骑手，
送餐过程中他遇到了不少委屈
的事儿。

深夜里，很多小区的大门都
关了，这让梁善元特别怵头。“有
的小区的保安好说话，会给我们
开门。有的趴在桌上睡觉了，我
还得喊醒他们。他们就会不耐
烦。”梁善元说，他遇到过因为进
不去小区大门造成送餐超时的
情况。

梁善元感觉很委屈：“害怕
收到顾客的差评。这会影响我的
收入。”

送夜单的时候，梁善元一般
不会敲门或者按门铃，而是选择
给顾客打电话。不少人家中有老
人和孩子，他怕按门铃、敲门会
吵到他们。

让 他 最 郁 闷 的 事 儿 就
是——丢餐。

“上个月晚上 12点多，我的
送餐箱里放着两份餐。”梁善元
越说越沮丧。当他送完第一份餐

回到电动自行车旁边后，发现送
餐箱是打开的。“坏了，餐丢了。”
梁善元说，他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先给顾客打电话给人
家道歉。遇到好说话的顾客，人
家会说没关系。”梁善元说，他
会自掏腰包把钱赔给人家。如
果顾客不好说话，他就会收到
差评。

“不过，现如今很多顾客都
能理解我们。”梁善元说，他会再
买一份餐给顾客送过去。

从那以后，梁善元送餐的时
候，总是把送餐箱里的餐品一起
拿在手中。“这样就不怕丢了。”

2022年4月份，梁善元在工
作群中看到通知：一位骑手家的
老人凌晨没有回家。家人在报警

之后，向外卖骑手们求助。当时，
梁善元上的是夜班，他就赶紧和
其他的骑手骑上电动车帮忙寻
找。

让他们高兴的是，最终老人
找到了，平安回家了。

梁善元也经常能接到送药
的订单。“这时，我就会优先配送
药品。”梁善元说，他知道深夜买
药的顾客一定特别着急。

当他听到顾客拿到餐对他
说感谢的时候，他特别骄傲。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能发光发
热。

“滴滴……”“滴滴……”马
路上迎面而来穿着熟悉制服的
骑手，梁善元按了一下喇叭，对
方很快回应了一下。这是外卖员

们特殊的打招呼的方式。
“你跑了几单？”“赚了多少

钱？”大家都会互相交流一下。随
后，各自继续骑行在路上。

累了困了
餐厅桌上趴着睡会儿

张旭明今年 46 岁了。他从
2019 年 12 月份入职饿了么之
后，从一名“菜鸟”骑手成长为一
名“全能型”骑手。

在张旭明负责配送的运河
区，他把各个小区和饭店的位置
全都“装”在了脑子里。

勤奋加上肯动脑子，张旭明
的收入总是很可观，每个月都能
达到万元以上。

张旭明“跑”白班也“跑”夜
班。因为是“全能型”骑手，他上
夜班的时间也多。张旭明自从干
上“夜班”外卖骑手之后，他才知
道，原来，深夜的沧州并不像他
想象的那么安静。

“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深夜
里还有那么多劳动者在上班。”
张旭明说。他上晚班的时候，点
餐最多的单位就是医院。

医院里，点餐的人有医生也
有护士。“他们可能一个晚上都
在忙着救治病人。”张旭明说，每
当接到医院的订单，他都优先给
他们送去。因为他知道，深夜里
的劳动者不容易。

深夜的沧州还有很多 24小
时营业的饭店。里面的厨师、服
务员和他们一样，在夜里忙碌
着。

没有订单的时候，张旭明还
会到 24小时营业的餐厅里去休
息。“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张
旭明说，时间长了，他和很多 24
小时营业饭店里的厨师或者服
务员都熟了。

深夜里，道路上跑着一辆辆
清扫车和垃圾车。凌晨 4 点左
右，很多清洁工就纷纷上岗了。
作为城市的美容师，他们辛勤地
打扫着城市的大街小巷。

张旭明还经常遇到深夜里
的劳动者：出租车司机、代驾员、
火车站里的工作人员、派出所的
民警等。深夜中，很多平凡的劳
动者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
碌着，担起自己的责任。

“干什么职业都辛苦。”张旭
明告诉记者，“我们也不能连续
上晚班，否则身体吃不消。”下
了夜班之后，他回家吃点饭，就
去补觉了。每当上夜班出发的时
候，家人已经睡觉了。等他下了
班回家睡觉的时候，家人已经起
床了。张旭明笑着说，他和家人
有“时差”。

“夜里，我也经常会接到家
人的电话，问我饿了吗？累了
吗？”张旭明说，每当这个时候，
他的心里就暖暖的。

这几年，凭着他辛勤的劳
动，买了房也买了车，日子过得
蒸蒸日上。“我上有老下有小，是
家中的顶梁柱，靠自己双手挣钱
养家，我很有安全感。握住车把，
我就握住了幸福。”张旭明笑着
说。

张旭明在取餐张旭明在取餐

李旭正在送餐路上李旭正在送餐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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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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