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刘然

“乘风破浪”的背后总有“家”
昌平区史各庄街道朱辛庄片区“饿了么”外卖队队长卢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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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出生的卢志强， 是昌
平区史各庄镇朱辛庄片区 “饿了
么 ” 外卖队的队长 。 退伍不褪
色， 工作中他是有口皆碑的 “拼
命三郎 ”， 也有 着 解 人 之 困 的
古道热肠 。 在他 “乘风破浪 ”
为生活打拼的背后 ， 街道工会
暖心驿站为他撑起一片天， 给了
他温暖的慰藉。 卢志强说： “有
了 这 个 驿 站 后 ， 我 们 就 有 了
‘家’。”

作为曾经的一名军人， 对待
工作 ， 卢志强从来都是全力以
赴。 一次下暴雨， 手里的订单非
常多， 有一个订单怎么也找不到
地址， 他在大雨中坚持摸索了一
个半小时， 凌晨2点终于送到客
户手中。

“他太能吃苦了， 经常干到
后半夜， 特别正能量的一位好
大哥 。 ” 和卢志强一起打拼4年
的外卖小哥罗宝良说。 凭着这股
能吃苦的韧劲， 入职后不久， 卢
志强一个月就送了将近1800单，
月收入达到1万多元， 成了 “单
王”。

遇到危险， 军人出身的卢志
强本能地就会往上冲。 2020年8
月的一天， 在史各庄桥下， 一辆
汽车撞到了行人。 “当时行人的
腿已经被轧断了 ， 车主太紧张
了， 还要上去倒车。” 卢志强说，
“行人的脑袋就卡在车轱辘边上，
车主只要再动车， 行人随时有生
命危险。”

“快拨打120！” 卢志强一把
拉住惊慌失措的车主， 快速拦截
了几位行人， 众人合力把汽车抬
起 ， 救出行人 。 在救护车赶到
后， 卢志强又匆匆忙忙踏上送餐
路。

“退伍不褪色， 卢师傅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 让 我 们 很 感
动 ， 我 们 希 望 他 积 极 向 党 组
织靠拢 ， 把这种正能量传递给
更多的小哥。” 史各庄街道相关
负责人说。

由于表现优秀且具有管理经
验， 2021年3月， 入职将近3年的
卢志强 ， 被提拔为朱辛庄片区
“饿了么” 外卖队的队长， 管理
30余人的骑手队伍。

史各庄街道周边人员多、 快
递外卖需求量大， 街道在小哥比
较集中的珠江 、 永旺 、 合生汇
（在建） 商圈建立了 “史各庄街
道暖心驿站” 旗舰店， 为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提供 “家一样温馨 ”
的休息场所。

“有了这个驿站后， 我们在
史各庄就有了 ‘家’。” 卢志强拿
起手机指着一个骑手微信群说，
“我们在群里询问新冠疫苗接种
等事情， 街道工作人员都是第一
时间响应， 有问必答， 从来没有
不耐烦的时候， 帮助我们解决实
际问题， 很暖心。”

感受到温暖， 卢志强也竭尽
所能，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化身
“网格员”， 将发现的问题及时上

报给街道， 由街道牵头解决。 红
绿灯不亮了， 单元门禁坏了， 井
盖及路面有破损……他在送餐时
遇到， 都会停下来拍个照片反映
给街道处理。

说到自己的这些行为， “因
为各方面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也
有了归属感， 自然就想多为大家
做些事。” 卢志强说。

“我们就是用数据说话!”

“我们就是用数据说话 。”
刘勇乐呵呵地说， 因为这些数据
都是实时显示在比赛现场， 而且
在比赛结束后、 队员离场前， 都
可以提供给相关球队， 所以每个
数据都必须精确无误。 “即便球
队有异议， 我们也能拿数据说清
楚， 保证比赛的公开、 公正、 透
明。”

每场比赛， 不但对垒双方打
得筋疲力尽， 对裁判的体力也是
挑战。

据刘勇介绍， 每场冰球比赛
包含3小节， 每节20分钟， 每节
之间休息15分钟， 一场比赛至少
是90分钟， “如果打了平分， 就
要打加时赛； 如果加时赛还是平

分， 就进入任意球环节。” 刘勇
回忆， 有时一场比赛持续2-3小
时， 裁判就要全神贯注， 聚焦球
队的每一个动作 ， 严格记录数
据。 “有时候比赛结束， 我感觉
身体就像虚脱了， 比自己打球还
累。”

用数据见证比赛奇迹

在比赛上， 竞争激烈， 奇迹

又无处不在。 在北京2022年冬奥
会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中， 名
不见经传的斯洛伐克队以3比2战
胜强手美国队 ； 另一场半决赛
中， 首次参加冬奥会的瑞典队2
比0淘汰了老牌加拿大队晋级半
决赛……每一次挥杆、 每一次进
球， 都在刘勇和同事的精确数据
记录中。

最让刘勇记忆深刻的是， 在
冬残奥会男子冰球比赛中， 中国

小伙申翼风以一敌四， 以4比0战
胜韩国队， 不仅为中国队摘得铜
牌， 还让首次参加冬残奥会的中
国男子冰球队取得佳绩。

“申翼风挥杆进球的那一
刻， 我真的热泪盈眶， 那种自豪
感不言而喻 。” 回忆起那一刻 ，
刘勇至今还很激动。 尽管如此，
当时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 清晰
记录下每一个数据， 保证统计工
作严谨无误。

曾与夏奥擦肩而过

在比赛的日子里， 刘勇的这
份 “工作 ” 不仅要熟知冰球技
术， 还需要熟悉软件操作， 精益
求精， 确保万无一失， 这和他的
经历密不可分。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他曾是
游泳项目的裁判预备人选， 遗憾
落选。 之后， 他在学校的大力支
持下， 暗下苦功， 利用周末时间
北上哈尔滨， 参加全国场外裁判
员培训， 为自己充电； 为了成为
冬奥会技术官员， 他报名参加了
国内NTO选拔 ， 并通过组委会
的考核与推荐， 进入到候选大名
单， 最终从近200名候选人中脱
颖而出。

紧张的裁判工作之余， 刘勇

的最大爱好是 “交换徽章” ———
这也是奥林匹克文化中一项独特
的社交传统。 他用自己购买的五
环 、 敦煌 、 葫芦等徽章 ， 跟芬
兰、 奥地利、 美国、 加拿大等各
国运动员、 志愿者们， 交换了几
十枚徽章。

“每一枚都有一个小故事。”
刘勇指着自己别在身上玲琅满目
的徽章说， “回到学校后， 我要
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学生， 让他
们感受奥运精神。”

将开设奥运课堂传播奥
运精神

北京实验学校校长曾军良表
示， 刘勇老师是一位潜心钻研业
务、 勇于探索创新、 热情认真的
老师， “他很善于激发学生的上
进心、 发掘学生的兴趣点， 推动
学生进步。”

谈到刘勇参加冬奥会与日常
教学时间冲突的问题 ， 曾军良
说 ： “老师有发展 ， 学校要支
持； 国家有需要， 我们更要全力
支持！”

“今后， 我们会开设 ‘奥运
知识小课堂’， 让刘勇老师主讲，
把奥运精神传递给学校的每一位
学生。”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王洁

体育教师走上国际冰球裁判席
北京实验学校体育教师刘勇：刘勇是北京实验学

校的体育老师， 今年47
岁，拥有25年教龄。 他在
北京2022年冬奥会担任
男子冰球比赛的国内技
术官员， 也就是我们俗
称的“裁判”。 他的职责
主要是数据统计———在
每一场男子冰球比赛
中， 即时记录冰球队的
上场时间、射门数量、击
中队员数量、 击中球框
数量等， 以及对射门有
一定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