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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牛年春节，将是刘兢在丽水度
过的第 5个春节。

这位来自甘肃的小伙子，2016年到丽
水时，“高铁站的地基还没打好”。可以
说，他是第一批看着这个高铁站一点点建
起来的“铁路人”。

对于刘兢而言，春节假期，只是一个
比往常更忙碌的工作日。在丽水的 5 年
里，每一个春节，他都值守在岗位上，“班
组就是我的家，班员就是自己的家人”。

2月 2日，春运第 5天。丽水高铁站候
车厅，大厅里的广播一遍遍播报着车次。
加入备班组的刘兢依然没闲着，除了完成
日常的台账工作外，在客流量集中时，他
还要兼顾旅客分流、解答等工作。

春运期间，每天途经丽水站的火车有
27列，高铁 102列。从早到晚，车若不停，
人便不歇。

作为备班组的一员，哪里需要，刘兢

就值守在哪里，有时还要替班，负责接送
站。接送站并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请
按照地上绿色车厢号标识候车。”“下车的
旅客请通过地下通道前往出站口。”每一
次列车进站、停靠，刘兢都不断地大声提
醒，盯紧每一个旅客，提醒他们不要超越
黄线；而每一次列车到站，他都要给旅客
指示正确的出站方向。一天到晚，他不停
穿梭在人群中，循环往复同样的提醒，“看
到每一位旅客能够平安出行，就是我最大
的满足。”

传统佳节，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是少不
了的。“虽然没能和家人团聚，但食堂阿姨
很用心，会为大家准备满满一桌子佳肴。”
刘兢告诉记者，往年除夕夜，17时准时开
饭，分批就餐，“当然也可以约上几个同
事，开个小灶。”

这个春节，从鼠年腊月二十七上班到
牛年正月初二，每天早上 8时到下午 5时，

刘兢都要值守在岗位上。朋友说，“你的
运气不太好。”可刘兢却不这么想。在他
看来，铁路系统越到节假日就越抽不出
身，忙是节日的一种工作常态，自己早已
习惯。去年 12月，他和爱人举行婚礼。婚
后恰好撞上元旦和春节，于是，婚礼一完
成，他便回到了工作岗位。他说，自己欠
妻子一次蜜月之行。

和刘兢一样，丽水高铁站还有 18名来
自外省的客运人员，他们有的来自湖南、
有的来自山东，还有的来自内蒙古……不
管他们的家乡在哪，这个春节，他们都要

“以站为家”，守护每位旅客的归途平安。
车来车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包括

刘兢在内的这些丽水高铁站的客运员们
如同往日，一丝不苟地坚守在岗位上。

除夕夜，他们与旅客同在，共同等待
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

高铁站客运员刘兢：每个春节都是我的工作日
■本报记者 陈炜芬

外卖员王炳仲的一天是从凌晨一点
半开始的。

他从青田县船寮镇的家里出门，骑上
每天陪伴他的电瓶车，顶着夜色往青田县
城方向出发。

半小时后，他到达县城，打开 APP 签
到，开始一天的配送。

很快，他便接到了一个夜宵单。送到
目的地后，他麻利地戴上口罩，打开健康
码，进入小区送单上门。

随着春节临近，许多外卖小哥都放假
休息了，但王炳仲依然每天奔跑在路上。

“今年春节，我不放假。”王炳仲说。
一周前，他主动申请了春节加班。“今

年因为疫情，配送人员本来不多，一些县
外的外卖员早早请假回去了。”另一个现
实情况是，各地为了防控疫情倡导就地过
年，春节的外卖需求量会比往年同期更
大。王炳仲决定放弃休假，“总得有人送
外卖”。

37 岁的王炳仲 2017 年入行送外卖。

勤奋的他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全年出勤
360 天以上，每天要用掉五组电瓶和两只
手机充电宝，每月磨平一双鞋，三个月换
一次电瓶，半年换一次电瓶车后轮。

在不断的奔跑中，2018年王炳仲送了
2.9万余单，2019年突破了 3万单，连续两
年成为某外卖平台全国配送单量最高的

“单王”。
2020年，他没有蝉联“全国单王”，“只

跑了 7个多月，送了 2万多单”。剩下的时
间，他做了件特别的事。

2020年 2月初，正是疫情防控最严峻
的时候。王炳仲报名成为了指定送餐单
位的送餐人员，为隔离点送餐。面对家人
的担心，他还是那句话：“总得有人去。”

2 月 6 日，王炳仲上岗了。他的工作
是一日三餐给隔离人员送餐。

尽管穿着防护服，戴着面罩，但王炳
仲坦言，“不紧张是假的”，尤其是偶尔不
经意的咳嗽，会让他“心里‘咯噔’一下，怀
疑自己不会中招了吧”。

但他从未想过放弃，一直坚持到隔离
点撤销。

拿货、出发，上楼、敲门、递交，一整套
动作干脆利落。他又开始了熟悉的送外
卖工作。有了近距离接触疫情的经历，他
更加注重配送过程中的规范防护，“得对
客人和自己负责”。

算上这一次，王炳仲已经连续 4年选
择春节守岗过年。原本他已经和家人说
好，打算今年歇一歇，好好陪他们过个
年。但看到留岗的外卖员不多，他又申请
了加班。

在就地过年的倡导下，今年的外卖单
比往年更多了。王炳仲介绍，往年这时候
单子已经渐渐少了，但今年很多工厂不放
假，中晚餐的单子还是不少。

除夕那天怎么过，他想好了：下午两
点下班，回家洗个澡，和家人吃个年夜饭，
然后返回县城送外卖。“疫情防控是大家
伙的事，也得让那些放弃回家过年的人吃
上热乎饭。”他说。

外卖员王炳仲：让就地过年的外乡人吃上热乎饭
■本报记者 曾翠 叶礼标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大家全
程戴好口罩。”每天上午 10时 20分，章双
林发车前最后一件事就是提醒乘客做好
自身防护。

章双林是丽汽集团长运分公司（客运
东站）的一名驾驶员，曾在 2014年工作途
中制服持刀行凶歹徒，保证了车上 14名乘
客的人身安全。因其英勇事迹，他曾被评
为“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省级劳动模
范等，成为家喻户晓的“最美司机”。

章双林的班车路线是丽水至舟山沈
家门，次日从沈家门返回。

6 小时后，车子到达沈家门。乘客下
车后，章双林像往常一样，对车内进行了
仔细的消毒。疫情发生以来，提醒乘客戴
口罩，每天乘客上车前和下车后进行车内
消毒，成了他的日常。

章双林刚到沈家门的住处，就接到了
妻子的电话：“泡豆腐做好了，明天回来尝
一尝。”章双林的家在莲都区大港头镇。
临近春节，按照当地农村的风俗，家里已
经准备好了腊肉、泡豆腐等年货。

“这么快一年就要过去了！”挂了电
话，章双林陷入了沉思。

2020年 2月，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
渐稳定，复工复产被提上日程。丽水客运
东站接到了运输外省务工人员返岗的任

务。接送地包括重庆奉节，贵州六盘水、
铜仁，安徽滁州，湖南怀化、邵阳等地。

“来回几天几夜的行程，吃住都必须
在车上，时间紧，任务重，派谁去合适？”时
任客运东站党总支书记梁巍犯了愁。

“派我去吧，我是党员。”章双林率先
主动请缨。

2月 25日下午，7辆贴着“共产党员突
击队”字样的大巴车驶出丽水客运东站，
章双林带队，7名党员和部分入党积极分
子共 14名驾驶员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奔
赴外省接务工人员返岗。

章双林和同事张国付出发前往重庆
奉节接运民工。从丽水到重庆，单趟行程
2000多公里。一路上，章双林和张国付连
续交替驾驶，除了夜间在服务区休息，30
个小时就开到了重庆奉节。

“开车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路上说
不累那是假的。”章双林说，由于路途遥远
再加上对当地路况的不熟悉，即使休息
时，他们也在查阅路况信息，尽量不在岔
路上浪费时间，“企业都等着复工，既然接
了这个任务，肯定要尽快把大家带回来。”

为了确保外地返岗人员安全、顺利返
岗，在返岗人员上车前，章双林和张国付
要为他们做好体温检测和登记，防止有发
热、咳嗽等疑似症状的返岗人员上车。返

程途中，每 4 小时，他们要对车辆消毒一
次。为防止乘客交叉感染，他们还将车厢
的后两排作为途中留观区域。

2月 28日下午 1时 30分，交替驾驶近
60个小时后，章双林和张国付顺利将重庆
奉节的返丽工人们安全送到了企业。

次日上午 11 时，他们俩再次搭档启
程，前往重庆万州接务工人员。

这一次，章双林带上了妻子做的麦
饼：“第一次没经验，服务区不开门，吃了
一路泡面，嘴巴起了好几个溃疡。”

接完务工人员 3天后，章双林又报了
名到邻近上海的大云服务区接送归国华
侨的任务。尽管路途没有去外省那么远，
但这次，他得穿上防护服全副武装，4小时
的路程不能脱下。为了避免上厕所，他几
乎不喝水，也不吃饭。

“心理压力是有的。”章双林说，但有
专业人士指导和消毒，他也没有太担心，
家人也很支持他。

转眼快一年。按照排班，他春节前的
最后一班岗是腊月二十八。每一年的年
夜饭，妻子和母亲都会备好，无需他操
心。尽管章双林已经是 25年驾龄的老司
机了，但每一年家人的新年愿望里，必定
有一个是希望他平平安安。他也希望每
一个人都喜乐平安。

“最美司机”章双林：平安送达每一位乘客
■本报记者 曾翠 通讯员 郑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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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 守岗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