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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邢台电（记者张会武 通讯员杜飞龙）9

月23日21时许，邢台市广宗县洗马村一名60岁左

右的村民在家中劳作时，不慎将右手卡入玉米脱皮

机滚轴中，消防官兵紧急救援，15分钟将其救出。

当地消防官兵接警赶到现场后，查看现场和了

解情况得知，村民当晚和家人利用脱皮机对家中收

获的玉米进行脱皮作业，期间，村民在清除脱皮机

下方卡住的玉米皮时，右手拇指和食指不慎被卷入

脱皮机的滚轴中。事故发生后，其家人迅速展开自

救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官兵迅速准备撬杠、扩张

器等救援装备，首先将滚轴两端的螺丝进行松动，

随后一名队员固定滚轴防止其转动，另外两名队员

利用撬杠插入村民右手被卡部位的两侧，两人同时

撬动滚轴扩大缝隙，村民被困右手顺利脱困，由现

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

村民手卡玉米脱皮机
消防官兵15分钟救出

本报沧州电（记者李家伟）9月24日9时，沧州

博爱人生爱心社的志愿者们“如约”来到沧州市人

民公园西门。已经5年了，这些从事着律师、医生、

心理咨询师、理发师、营养师等不同职业的志愿者

只要天气情况允许，都会来到公园西门。在这里，

沧州博爱人生爱心社公园西门公益便民服务已经

开展5年了。

沧州博爱人生爱心社是沧州当地规模很大的

一个民间爱心团队。爱心社成立以后发展迅速，已

经形成助学、助老、助残、义务献血、大病救助、捐衣

等多个承担不同“任务”的团队，“公园西门公益便

民服务队”就是其中一支志愿者力量。这些志愿者

大多拥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他们想为别人

做些什么。正是本着这种朴素的想法，5年来，志

愿者们在沧州市人民公园西门坚守“岗位”，每到周

日上午即为爱集结，为群众提供义务理发、法律咨

询、量血压、健康咨询、心理咨询等多项服务。

负责沧州博爱人生爱心社公园西门便民服务

活动的志愿者“真心朋友”说，5年来的坚守，让志

愿者们对公园西门这里的便民服务都有了一种情

结，似乎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拿理发师刘适来说，

他有一对幼小的双胞胎孩子，参加便民公益服务

时，他经常带着孩子和母亲一起来，到了现场后他

就忙个不停，母亲则负责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里等

他“下班”。一上午，他给 10 多位市民义务理发。

而志愿者“老李大哥”“兰心”等人也是积极参与，每

次便民公益活动总能吸引十多位志愿者参加。

付出爱，也收获着爱。这些年，沧州市人民公

园特意在保安室里给志愿者们安排了专门的场地

放置桌椅、遮阳棚等工具；血压计坏了，志愿者拿到

计量所去维修，结果工作人员一听这个情况，不仅

免费维修，而且还立即请示领导，专门给志愿者们

赠送了一台新的血压计……还有许多市民已经成

为志愿者们的“老朋友”，定期前来理发或量血压，

还有的市民将家中不用的衣物、生活用品拿了过

来，说也要为社会献份爱心……

“真心朋友”说，公益服务贵在坚持，哪怕再微

小的付出，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它的意义。志愿

者们接下来仍将继续着他们的“公益情怀”，拿出周

日一个上午的时间去为别人做些什么。

资 讯

快递小哥邱冰华

5年，每个周日
他们都在“公益便民服务”

“电商大鳄抢滩邢台”之个体观察

一位快递小哥的
“送货”时间

没有午休，没有正点的午饭

时间，邱冰华所能做的，就是在

中午这一段最宝贵的出货时间

内，将物品尽快送到收件人手

中。邱冰华是京东快递邢台长

信站的一名普通员工，同样也是

每天穿梭在牛城大街小巷的

2000余名快递员的缩影。在每

一位“城市骑士”的背后，既有对

生活担当的映照，也有着电商巨

鳄们抢滩三、四线市场的隐约图

景。

本报驻邢台记者 张会
武 文/图

当邱冰华把自己的电动三轮车装满

货准备出发时，时针指向了11时30分。

29岁的邱冰华是京东快递邢台长信

站的一名普通员工，在出发之前，他要早

早地和妻儿道别，然后简单吃份早餐，到

单位开早会，等运输货物的厢货车从石家

庄抵达后，他们还要卸车，分拣。

9月21日，邱冰华的片区需要送110

件货物，受车辆容积限制，他决定先送80

件。“这个时间较以往，稍稍晚些，因为最

近一段时间以来，货物数量明显增多，卸

货分拣均需占用时间。”

邱冰华负责的区域，几乎是邢台桥东

区的核心旧城区，道路不平，有的甚至尘

土飞扬；人员熙攘，尤其是这个时间段赶

上孩子们放学。

记者坐在邱冰华的一侧，邱冰华则一

手操控着车把，一手用手机联系着头脑中

早已排好序的客户，在人群中缓慢穿梭。

邱冰华说，中午这个时间段，是最佳

的出货时间，大部分货物要在这个时间段

顺利送出，否则，又要忙到晚上了。

“您好，京东快递，在家吗？”类似语

言，邱冰华不断地重复，还要面带微笑。

如果对方在家，邱冰华就会把货物送上

门，“不管对方住多高，不管对方所在小区

有没有电梯。”在其“势力范围”内，只有三

个小区的高层有电梯，其余都是老小区，

“红星街以南，有76栋楼，均是多层，没有

电梯。”但电话没有接通的情况也时有发

生，遇到这种情况，邱冰华只能选择下一

个地点，但往往走了一段路以后，电话响

了，可能就要返回去。

由于邱冰华所在快递公司的特点，一

是送货上门，二是对方验货满意后才付

款，所以，整个送货的时间会延长。

14 时 30 分，是邱冰华的午餐时间。

所以，一般他会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赶至一

家位于天一街的担担面小餐馆，来碗7元

钱的担担面，偶尔再加一个 1 元钱的丸

子。“也不是说特别喜欢吃担担面，只是到

这个点了，也不知道吃啥，所以就习惯性

地来这里歇会儿。”

稍事休息后，邱冰华继续出发，因为

三轮车内还有几件剩余的货物，待到全部

送出后，已是15时30分。但显然，邱冰华

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要返回站点，把留

在站上的30件货物再次装车。等这批货

物全部送到收件人手中时，往往已是 19

时许。

此时，华灯初上，邱冰华回到单位，做

最后的收尾工作。

辛苦：
日复一日的重复

邱冰华对于这种日复一日的重

复，并未感到枯燥。相反，在其看来，

同各种各样的客户打交道，很有乐

趣。

经过一段时间交往，邱冰华和不

少老客户已成了微信好友。他清楚

记得每位老客户的购物习惯，喜欢买

什么，一般间隔几天，哪个时间段家

里有人。

在红星街的一家社区内，收件人

并未在家，邱冰华说去家里看看吧，

家里有人就给他放下。但家里没人，

返回时，收件人的父亲在阴凉处歇

息，看到邱冰华，热情打招呼，物品遂

顺利送出。

邱冰华也时时分享到收件人的

快乐。在水岸蓝庭小区，当吴女士从

其手中接到快递发现是手机时，非常

幸福，她说这是儿子给她买的，因为

昨天通话时，她说自己的手机信号不

好，没想到，第二天，儿子就买了一部

新手机。“许多是年轻人给父母买，父

母虽然心疼花钱，但心疼之外的那种

幸福，我们也能感觉得到。”

29岁的邱冰华来自威县农村，初

中辍学后就在外打拼。四年之前，进

入京东快递。

四年快递时光，让其皮肤晒得

黝黑，但他心里亮堂。“年轻人谈不

上辛苦，因为你的每一分付出，都有

一分回报。”邱冰华告诉记者，几年

前，他在邢台开发区买了一套房子，

付完首付后，现在每月还 1000 多的

贷款。妻子则全职照顾四岁的儿

子，不着急上班。“因为，我感觉我能

养得起他们。”

相较于生活的担当，邱冰华更看

重来自客户的肯定。“我们有时都不

奢望尊重，只希望对方满意即可。”在

邱冰华的记忆里，有时上楼送货赶上

人家包子出笼给俩包子，“那份当作

朋友或家人的感觉，很让人难忘。”

回报：自信和快乐洋溢在脸上

邱冰华也曾遭遇冷眼和恶语，但

职业素养让其学会隐忍。在其看来，

面对周遭的不公，他要首先学会做好

自己。

妻子史娜同样理解丈夫的艰辛，

“不管在外有什么委屈，回家从未抱

怨过。”这一方面取决于邱冰华的心

态，一方面或许是自己太累了，“忙碌

的时候，晚上到家一躺就睡着了，一

句话也来不及说。”

快递员在很多时候被称作“快递

小哥”，这不仅是因为快递员的年龄

普遍偏低且多为男性，而且这还饱含

了广大市民群众对快递员的亲切

感。但显然，这种亲近，更多来自于

社会的包容和尊重。

快递小哥职业之路的畅通，不仅

来自于行业或管理层面的保障，更重

要的还是职业荣誉感和尊严感。快

递业归根结底是与人交往的行业，从

屏幕一端到现实买家、从一个城市的

仓库到另一城市的客户，传递的不仅

是产品货物，更是情绪和人情味。一

丝微笑、轻声关门、说句辛苦，都是用

温情回馈服务、以善意换取善意。

史娜告诉记者，丈夫的奔波实属

辛苦，但其所在的公司也给予了应有

的福利和保障，一分付出得到了一分

收获。

如今，这对来自威县农村的夫

妻，有着自己的小目标，要买车，还要

再换一个环境更好的房子。当然，史

娜希望有一天邱冰华可以陪陪儿子，

毕竟，缺少爸爸的陪伴，孩子的成长

肯定有遗憾。

刚过去的“6·18”，邱冰华忙碌了

20 多天，如今，促销周也来邢台了，

“双十一”也在路上，邱冰华都要精心

应对。“我知道，这个时候他会回来得

很晚，但不管多晚，我都会等着他。”

史娜说。

希冀：得到更多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