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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而生

时间缝隙里流淌的诗

□冉咏梅

———读《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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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了 18 个新职业， 引起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 网约配送员、 直播销售员、 电子竞技员、 短视频博主……随着线上经济迅

速发展， 一批紧跟互联网发展进程的新职业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入职。 那么， 网络新

职业为何对青年人具有较大吸引力？ 网络新职业有何社会意义？ 应在哪些方面做出

引导和规范？ 对此， 本刊特邀 6 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干部职工， 谈谈自己的看法。

新职业如何激活新动力

活动异彩纷呈 职工幸福感爆棚

为了不断提升职工身体素质， 营造健康、 快乐的工作及生活氛围， 越来越多

的企业、 单位结合自身实际， 积极开展有益职工身心健康的体育活动和心理关爱

活动， 让职工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 获得一种疏解情绪、 张扬情怀、 放飞自我、

追求理想的归属感、 获得感、 幸福感， 同时推动职工以更加健康的体魄、 更加饱

满的热情、 更加乐观的心态和更加进取的精神， 为各单位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

职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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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各单位呵护职工身心健康提升职工幸福感工作纪实

黄静跟我不是一个车间， 却
是我的忘年之交。

那是3年前我第二次参加业
务考试 ， 我们恰好住在一个宿
舍。 第一次考试时因为准备不充
分被无情淘汰， 我是抱着 “再试
一次” 的心态来的， 当听说这次
考试 “无论是难度还是竞争之激
烈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更没有
信心了。

考试分为笔试 、 面试和实
操。 第一天晚上， 我早早就躺在
床上， 想着这个时候再努力也没
有意义， 还不如早点休息 。 黄
静却不容分说把我拉起来， 要
我好好利用这个时间查漏补缺。
她说， 没到最后就不能放弃， 万
一成功了呢？ 灯光下， 黄静的眼
睛清澈而执着 。 在黄静的带动
下， 我重新开始温习操作规程，
直到深夜 ， 我们才合上书本休
息。

说来也巧， 第二天上午进行
的理论考试， 很多都是我前一晚
复习过的内容。 当得知我顺利通
过理论考试时， 只差两分满分的
黄静兴奋地拉着我的手向我祝
贺 。 看着眼前比我小12岁的黄
静， 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太阳花
一样的热情， 让人不由自主地靠
近。 如果不是昨晚黄静 “强迫”
我复习， 我很可能在理论考试这
一关就被淘汰了。

接下来的面试， 黄静陪着我
模拟各种场景， 复习到深夜。 看
着灯光下黄静努力的身影， 我不
禁好奇这么年轻的她为什么这么
拼 。 黄静说 ： “正因为我还年

轻， 经验不足， 更需要积累过硬
的基础知识和实操经验， 来提高
操作技能。”

后来， 我们顺利通过考试。
从黄静身上学到了很多， 我开始
关注这个才入行不久的小姑娘，
发现她在工作中非常努力上进，
无论是传输还是无线通信方面的
知识， 她一有时间就打开书本刻
苦钻研。 干活时更是从不惜力，
再苦再脏再累的活 ， 她都抢着
干。

去年， 她被提升为无线工区
的副工长， 成为车间最年轻、 入
行时间最短的副工长。 我替她开
心 ， 知道她值得 。 我看过她的
手 ， 那上面留有很多干活的烙

印， 那些被电子元件剐伤的疤痕
像花朵一样， 那是她为了熟练掌
握设备维修， 用废旧模块反复练
习时导致的。 她的手掌皮肤有些
粗糙， 那是经常提着主机进行负
重练习留下的老茧。 她说： “我
力气小的话， 应急抢修时50斤重
的设备都拿不动， 怎么干铁路通
信？”

书上说太阳花耐干旱， 对土
壤环境都不计较， 喜欢把根深深
扎进泥土， 努力开出最美丽的
花 。 我想黄静何尝不是一株太
阳花， 她对工作的热情和执着
并为之付出的努力 ， 分明就是
向阳而生的太阳花最灿烂美丽的
写照。

2022年7月， 外卖员王计兵
创作的诗歌 《赶时间的人》 被诗
友无意中发到微博后， “外卖诗
人” 成为热搜， 浏览量高达2000
万。 今年， 55岁的外卖大叔王计
兵出版了第一本诗集 《赶时间的
人： 一个外卖员的诗》， 收录了
他 近 年 来 创 作 的 182 首 诗 歌 ，
再次引来广大网友的关注和认
可 。 对此 ， 王计兵有清醒的认
识 ， 他认为这些评价有网友的
“同情分”， 但可能更多的是自己
诗歌中蕴含的真情实感打动人
心。

55岁的王计兵目前在苏州昆
山和妻子开了一家小商店， 每天
下午兼职在外卖平台送外卖 。
以前， 他曾经在沈阳做过木工，
在山东开过斗车 ， 去新疆打过
工 ， 期间还捡过垃圾 、 摆过地
摊。 从一名外卖大叔到诗人， 一
路走来历经风霜雪雨， 但不管何
时何地， 王计兵始终有一个文学
梦， 没有停止对文学的追求。 至
今 ， 他已经写下 4000多 首 诗 ，
他的第二本诗集也将在今年付
梓。

23岁时， 跟随父亲在家务农
的王计兵创作了一篇反映苏北农
村生活的微型小说 《小车进村》，
在杂志上发表， 为王计兵播下了
一颗文学的种子， 激发了他的创
作热情。 后来迫于生计， 王计兵
辗转多个地方打工， 搁笔16年，
但文学始终是他心中的一道光，
照亮他的人生旅程。 2009年， 王
计兵在生活安顿下来后买了一台
电脑， 重拾文学创作， 并发表在

网络日志和城市论坛上。 他在阅
读中成长， 从网友的评价中冷静
思考， 在潜心创作中找到自己的
写作路径， 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
风格。 热爱文学让王计兵曾经不
被人理解， 吃尽了生活的苦头，
历经曲折坎坷 ， 诗歌终于对他
“回报以歌”。

作为一名普通外卖员， 能够
出版诗集圆自己的文学梦， 源于
王计兵的坚持 。 成 为 骑 手 后 ，
王 计 兵 平 均 每 天 跑 40 多 单外
卖， 他在送餐路上切身感受到生
活的酸甜苦辣， 他常年在烟盒、
废报纸上写诗。 等餐的时候如果
产生了灵感， 他就在手机上迅速
记下关键字句， 等到空闲的时候
再整理成诗 。 接单时的轻松愉
悦、 等餐时的心心念念、 送餐路
上的日晒雨淋、 下单人形形色色
的评价， 是王计兵每天都要面对
的。 但无论工作多么辛苦， 生活
多么艰难 ， 他始终没有中断读
诗、 写诗。 正是他的坚持， 迎来
春暖花开， 打开了属于他的一片
天。

在滚滚向前的时代大潮中，
对于每一位普通劳动者来说， 不
忘初心， 乐观向上， 在雨露阳光
中成长， 在坚强奋斗中绽放， 努
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就是属
于自己的诗意人生。

■
工
友
情
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