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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增辰从老家巨鹿到武汉打工已21年

为武汉市民送菜他曾三天未眠

大量的订单就落在没有大量的订单就落在没有
回家过年的老员工身上回家过年的老员工身上。。

未婚妻准备的晚饭是马未婚妻准备的晚饭是马
增辰一天里唯一的正餐增辰一天里唯一的正餐。。

去年下半年去年下半年，，马增辰来马增辰来
到了这家网络生鲜平台到了这家网络生鲜平台。。

22月月1616日日，，武汉某小区门前武汉某小区门前
送菜小哥正在忙碌送菜小哥正在忙碌。。 资料图资料图

38岁的马增辰是一家网络生鲜平台武

汉站的送菜员，他的老家在河北巨鹿县农

村。他曾经因为送货三天不合眼，为的是让

客人早一分钟取到货。疫情期间他瘦了整

整9公斤，他尝到了苦和累，也尝到了甜到

心里的爱。

38岁的马增辰是一家网络生鲜平台武

汉站的送菜员。他17岁从家乡河北省巨鹿

县来到武汉，做送菜员之前，靠蹬三轮配送

水果为生。2018年他咬牙凑首付买了金杯

面包车，每月要还1430元车贷。2019年下

半年，他来到了这家网络生鲜平台，12月他

和未婚妻还在庙山社区开了家奶茶店，日

子刚刚平稳下来，谁知新冠肺炎疫情就来

了，奶茶店“熄火了”。

从2月11日武汉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

闭管理开始，马增辰发觉平台订单一下子

增多了。他所在的公司是市商务局向居民

推荐的线上购菜平台之一。他成了这座城

市的“民生保障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曾经三天连轴转地送

货。

公司的老司机有九成回家过年了，新

招聘的司机因为业务不熟悉，只允许跑一

条线，大量的单子就落在没有回家过年的

老司机身上，每天送三四条线路，每条线路

有20多户人家。客户住得都比较分散，四

五户在一个小区的情况对他就是意外惊

喜。为了把米面粮油、蔬菜水果等生活必

需品及时送到客户手里，他和他的同事们

真是拼了。

公司要求送菜员每天凌晨3点到仓库，

他会提前到——晚了要等其他同事用完扫

码枪才能提货。早晨6点左右，他开始往武

汉市区送菜。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深夜才能

送完，来不及休息一下，就又开始了第二天

的工作，就这样他创下了自己一生的一个

纪录——三天没有睡觉，为的是市民朋友

早一分钟取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

未婚妻汪江艳曾问他：“很多人这个时

候都在家宅着，你咋就这么拼命？”马增辰

的回答是朴实的：“很多家庭里只有老年

人，平日里只会逛超市，网上订货他们是费

了好大劲才勉强学会的，下单的时候可能

菜已经吃完了，米袋也见底了，我们如果不

能及时送到，他们也许就会很着急，没准还

会挨饿。”

社区封闭后的头几天，马增辰能够凭证明出入自己租

房子的小区。他手机里存着3份电子版证明，两份是武汉

市商务局的，证明他是“民生保障工作人员”，在保供物资

采购、道路通行、人员通勤等方面可以给予优先保障；另一

份是“新冠肺炎防疫保供车辆证明”。

在别的小区，马增辰的同事凭这些证明，只要通过体

温检测，都可以顺利出入。但是2月18日那天，马增辰的

证明突然不管用了。他租住的这个社区工作人员说，此时

马增辰已离开小区超 24 小时，如果回家，要居家隔离 14

天。

“隔离14天，那怎么行呢？公司现在的人手正紧，不知

多少市民眼巴巴等着我们送货呢，再说我挣钱养家的压力

也蛮大的。”车贷、房租、店租、生活费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

目，马增辰打消了回租住房的念头。

未婚妻汪江艳住在租住的房子里，她准备的晚饭是马

增辰一天里唯一的正餐，晚上九十点钟吃是常事。很大的

碗，小区铁栅栏缝隙塞不过来，汪江艳只能从底下递过去，

他就在冷风里吃。每天早晨、中午该吃饭的时候，他通常

在路上跑车，想吃方便面都找不到热水泡。昔日繁华热闹

的武汉城出奇的寂静，让跑在路上的马增辰感到几分孤

寂。只有看到平台跳跃而出的单子，接打客人电话，给客

人送上货品时，他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生气。在马增

辰的记忆中，因为送货及时没有发生客人断炊的事情，但

是每日满载着生活物资的他却经常挨饿。

他的睡眠也严重不足，每天将车停在租住房屋的小区

门口，他在车里和衣而睡，只盖条毯子。有时会被冻醒。

他就启动汽车，开会儿空调取暖，之后再关掉。

直到3月11日，马增辰的生活有了变化，因为其他平

台的加入，再加上全国捐赠武汉市民生活必需品的增加，

他的工作没有之前那么繁忙了，到下午的时候一天的工作

就基本完成了。当地公安协调小区管理人员，为马增辰和

未婚妻在小区之外租了一套房子，他们终于有了一个临时

的家，马增辰结束了自己的“房车生活”。这时候的他比一

个多月前整整瘦了9公斤。

马增辰告诉记者，他经常往医院食堂送

米面粮油和蔬菜等货品，他是三四家医院食

堂的熟面孔。医院里为了减少送货的次数，

也减少送货员感染的危险，每次的订货量都

很大。每到这个时候，未婚妻都会再三嘱咐

他注意防护。

进入医院时马增辰会穿着厚厚的防护

服，戴着口罩、护目镜和手套，独自一个人将

满车的货品送到医院的食堂。马增辰走的

是专用的过道和电梯，他小心翼翼，把丰富

的货品整整齐齐地放好码齐，尽职尽责地做

好分内的工作。马增辰说：“在战争年代给

部队送给养的也算战士，如今在抗击新冠肺

炎的战场上，我也希望做一名勇敢的战士，

将最新鲜最有营养的果蔬和粮食送给医护

人员和患者朋友。”

马增辰不但是一名合格的送菜员，还是

一位让人尊敬的社区志愿者。

马增辰所租住的小区里有不少大爷大

妈不会网购，甚至连智能手机都玩不转，他

们因为社区封闭无法到超市购物急得团团

转。马增辰和未婚妻汪江艳看在眼里，记在

心头。

两个人很快商量了一个主意，汪江艳用

纸和笔记下每一个老人的需求，把单子发给

马增辰。马增辰让平台仓库备下这些货品，

回家的时候把这些货品带上。但是让马增

辰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最后几百米

的路程并不顺利。

老人们每天购买的货品少则千八百元，

多则两三千元，很多时候是沉甸甸的米面

油。马增辰是不能进小区的，汪江艳在门口

接过这些货品后，要用找来的小推车拉好几

趟，才能拉到自己单元门口。为了防止聚

集，她只能依次将买主请过来，把货品拉走，

每次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

对于马增辰来说，铁栅栏内有他回不去

的家，有他放不下的邻居，有跟他一样有公

益心的未婚妻，有他希望呵护的所有。而他

只能站在铁栅栏之外，捧出一颗心，抖落一

身征尘。

马增辰说在这个特殊时期，他感受到了

从未有过的疲惫和艰辛，更感受到了一种细

绵的幸福。原本不会做饭的未婚妻疫情期

间学会了他想吃的任意一种饭菜，马增辰

说：“当一个人还能找到一个愿意从铁栅栏

门下面给你送饭菜的人，已经够幸福的了。”

马增辰发现，特殊时期业务量剧增，而

苛刻的顾客少了。因为“无接触”式送菜，把

蔬菜送到指定地点后，马增辰会在电话里听

到很多声“谢谢”，顾客早早在约定地点等待

也是常有的事情，有的人还专门点他送货。

他到武汉打工21年了，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

如此“被大家需要和尊重”。

他盼望着，疫情结束后，回老家把两个

人的婚事办了。在他看来，没有一个春天会

缺席，2020年也是一样。

燕都融媒体记者 黄国清

为送货曾三天不合眼
为的是不让客人着急

危险和温情
同时站在送货的终点

难忘的“风餐”和“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