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万生（中）和两个儿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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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早上8点迎着朝阳出发跑单，
是闪送员钱万生一天的开始。 对
他来说， 这看似平常的日子来之
不易———七年前， 他还是一家小
型养殖场的老板， 后来生意失败
导致破产， 经历过迷茫和焦虑，
为了两个孩子， 他成为一名闪送
员， 在骑行路上重拾生活的勇气
和动力。 如今， 跑单近三年的钱
万生已是一支骑手小队的队长，
还把一对双胞胎儿子供到大学。

为了赚钱， 钱万生曾给人打
过零工、 卖过保险、 到外地做过
生意， 但最终， 还是决定陪在两
个孩子身边。 2021年， 两个孩子
升入高中， 钱万生在弟弟的介绍
下加入闪送， 成为一名骑手， 至
此， 生活才算重新步入正轨。

高中期间， 两个孩子住校，
钱万生跑单挣钱， 周末回家后，
他会抽出时间给孩子做点好吃
的。 他曾写下对孩子的寄语： 无
论成绩如何， 希望你们以后三观
正， 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

人。
从2021年底至今， 钱万生当

闪送员已有近三年时间， 单量超
过1.7万， 累计收入达到20万元，
除去中途休息的几个月， 平均月
收入能达到七八千元。

闪送最吸引钱万生的是时间
灵活 、 多劳多得 。 他算了一笔
账： 每个月租房700元、 水电200
元、 用车成本400元， 再加上两
个儿子上学的花费， 每个月的支
出在3000多元。 因此， 他给自己
定的目标是每天挣200至300元 ，
每月收入能达到七八千元。

作为一名服务行业从业者，
虽然也经历过误解和委屈， 但钱
万生感受更多的是用户认可带来
的成就感。 “个人订单一般是比
较紧急的物品， 比如证件、 合同
等等， 每次把东西送到收件人手
里 ， 看到他们松了一口气的样
子 ， 都觉得自己不光是在送东
西， 更是在给别人带来帮助， 那
一刻 ， 心里的满足感特别强 。”

钱万生说。
也正是由于这种情感反馈，

让他更加注重打磨服务细节， 提
升自己的服务品质。 如今的钱万
生不仅晋级 “万单王”， 还成为
了一名 “蛋糕骑士”。 蛋糕是闪
送常见的递送品类， 但由于容易
破损、 对温度的要求高， 对骑手
的配送服务要求也更高。 能够成
为 “蛋糕骑士”， 不仅意味着钱
万生在蛋糕订单数量和完好率方
面遥遥领先， 也代表了用户对他
的认可。 他分享了一个细节， 每
次遇到蛋糕订单， 自己都会主动
向用户送上生日祝福， 认真负责
的服务态度， 自然而然地为他赢
得了好评。

2024年， 两个孩子顺利参加
高考， 都超过了本科线。 钱万生
至 今 仍 记 得 两 个 儿 子 把 录 取
通知书送到自己面前的画面， 那
是他六年来最期盼的画面， 仿佛
所有的辛苦都在这一刻有了回
报。

对于47岁的钱万生来说， 自
己的重启人生才刚刚开始。 谈及
未来， 他不再像过去一样好高骛
远， 只是希望两个儿子毕业后能

够到更大的舞台上闯荡， 而自己
则会继续坚守在骑手的岗位上，
一步一个脚印， 为家庭撑起一片
天。

“在我入职的两年时间里， 从一个不
爱跟陌生人交流的 ‘社恐’， 到现在可以
自如地和居民聊家常， 这就是从事社工岗
位给我带来的转变。” 朝阳区劲松街道百
环社区社工谢芳菲说。

初入社区工作时， 每当与居民交流，
谢芳菲总觉得有事说不明， 这一度令她万
分困惑。 直到在一次与社区书记一同巡查
辖区的过程中， 谢芳菲终于找到了 “症结
所在”。

“李姐， 孩子今年是不是该上学啦？”
“耿叔， 这两天家里还有啥不好使的电器
需要修理不？”“许爷爷，最近我大哥回来看
您没有呀？”“小林哥，您这是把电动车放进
车棚里了吧。 ”走在辖区的街头巷尾，总有
居民热情地上前来打招呼， 书记都能精准
无误地叫出居民的名字。 眼看着书记和居
民如同亲人般亲切的问候， 谢芳菲明白了
“聊家常” 的重要性。

“居民们愿意把生活中遇到的大事小
情， 事无巨细地倾诉给书记听。 短短几句
家长里短的话语， 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开居
民的心结。” 谢芳菲说， 这一声声温暖的
问候、 一声声热情的招呼， 都令她钦羡不
已。

谢芳菲明白， “聊家常” 看似平常，
实则不易。 若想聊得情投意合， 聊出显著
成效， 社区工作者需要具备扎实深厚的专
业素养和出类拔萃的综合能力。

今年， 社区的老旧小区上下水改造项
目正式动工。 住在高层的王大哥由于担忧
自家装修被破坏， 态度坚决地表示反对，
甚至企图通过投诉来阻拦改造的进程。 面
对如此棘手的难题， 谢芳菲和同事们在晚
饭后， 一次又一次地去到王大哥家中， 和
他聊家常， 从繁杂的家庭琐事谈到和睦的
邻里关系， 从改造项目的迫切必要性讲到
详尽的施工方案。

谢芳菲甚至在网上学习了上下水管道
的各种衔接方式， 并多次请教专业人士，

只为了能给出一套王大哥心中最完美的施
工方案。 凭借耐心与真诚， 最终， 王大哥
不但了解了改造的重要性， 还主动录制了
同意的视频， 大力支持项目的推进。

“它让原本冰冷的投诉重新有了温
度， 让社区工作洋溢着浓厚的人情味。”谢
芳菲亲身感受到了“聊家常”所蕴含的强大
力量。

“从居民能够轻松听懂的社意民情，
到令他们饶有兴趣的大事小情， 再到他们
最为关切的家长里短 ， 这些看似微不足
道、 琐碎平常的日常交流， 实际上是紧密
联系居民、 强化服务意识、 提高工作实际
成效的 ‘神奇法宝’。” 谢芳菲说。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大家庭中， 和谐
是最为珍贵的基石。 作为社会工作者， 我
们每天见证着人们的欢笑与泪水、 希望与
挫折。 和谐， 是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实现
的目标。” 谢芳菲说， 未来， 她将和同事
们并肩携手、 奋勇向前， 投身到社区工作
的各项实务中， 用爱与责任共同铸就和谐
美好的明天。

朝阳区劲松街道百环社区社工谢芳菲：

“聊”出来的社情民意

闪送员钱万生：

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奋斗的人

身穿 “柠檬黄”， 手持小红旗， 规范
的动作和旗语 ， 这是公共文明引导员的
“标配”。 王兰英今年55岁， 5年前退休后，
实现了从 “城管协管员” 到 “公共文明引
导员” 的身份转换， 她说： “要继续发挥
余热， 为城市文明作贡献。”

5年来， 每周一到周五的6时15分， 王
兰英都会准时出现在919路公交总站， 带
着饱满的热情和十足的干劲， 开始新一天
的工作。 打扫站台卫生、 擦拭栏杆， 她动
作麻利娴熟 ， 15分钟内就能完成 “责任
区” 的清理。

抻一抻衣角， 整理一下仪态， 王兰英
快步来到候车区前， 引导乘客上车。 “请
自觉排队， 提前准备好乘车卡！” “公共
场所请勿吸烟！” “大件行李请放进行李
箱！” ……王兰英看着排队的乘客， 不时
地作出提示 ， 看到老弱妇孺 ， 会主动帮
忙。 大约10分钟时间， 公交车到点发车。
“车辆出站， 请您注意安全。” 王兰英挥动
着小红旗， 边提醒车旁候车的乘客， 边引
导公交车驶离。

在王兰英耐心的引导下， 公交车平稳
驶入驶出 ， 乘客有序排队乘车 。 10:30，
王兰英的引导时间结束。 “这腿站得又酸
又胀。” 她使劲敲了敲腿， 又喝了几口水，
开始整理随身物品。 记者好奇地打量着她
的腰包， 零食、 糖果、 药品、 纸巾……小
小腰包， 好似一个百宝箱。 “碰到哭闹的
小孩给个小零食， 哄哄他们； 糖是给上班
族准备的 ， 早晨空腹乘车 ， 没准会低血
糖 ； 天气凉了 ， 防暑降温药应该用不到
了； 我还会备一把伞， 下雨天给等车的乘
客撑一下……” 王兰英饶有兴致地介绍，
言语间满是对工作的热爱和责任。

然而， 在当公共文明引导员初期， 王
兰英的工作有时并不被理解， 甚至会遭受
一些人的白眼。 “我刚上班没多久， 有一
个小伙子排队时吸烟， 我刚劝导几句， 他
就不高兴了 ， 猛地一下把烟头摔在了地
上。 虽然我满心委屈， 但还得和颜悦色地

沟通， 然后把烟头扔进垃圾桶。” 她说。
坚持把创建 “文明城” 与培育 “文明

人” 有机结合， 通过 “宣传+劝导+服务+
执法+曝光”， 提高群众对创建工作的知
晓度、 参与度和支持度……随着延庆全国
文明城区的持续创建， 文明的种子在越来
越多人心中生根发芽。 “咱们的创建真有
效果。” 王兰英感叹 。 随着北京冬奥会 、
世 园 会 的 举 行 ， 延 庆 面 向 全 区 发 出
“动员令”， 倡导党员干部 “六带头”、 延
庆乡亲 “十践行”、 机关单位 “三管好”，
各行各业踊跃参与 。 此外 ， 路口文明引
导 、 周末卫生大扫除 、 党员 “双报到 ”，
文明实践活动如火如荼开展， “人人都是
志愿者、 人人都是受益者” 的理念逐渐深
入人心。

说起文明建设的历程， 王兰英如数家
珍， 十分自豪。 曾经让她感到委屈的小伙
子也有了转变， 以 “主人翁” 姿态融入城
市治理。 “总能在总站碰到那个小伙子坐
车， 慢慢熟悉了， 我们会打招呼， 他还帮
着我们引导其他乘客呢。” 王兰英说。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席瑞媛/文 王宇辰/摄

延庆区公共文明引导员王兰英：

身穿“柠檬黄”为城市传递文明与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