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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西远赴云南昆明打工的张玉鑫是

一名众包骑手，每天早上 7 点半穿上外卖

服、骑上电动车出工，在大街小巷奔波送

餐，一直忙到晚上12点才收工，一天平均下

来能跑五六十单。由于工作时间灵活，张

玉鑫还充当了“超人”的角色，在送外卖的

途中，碰到陷入困难的市民时挺身而出助

人脱困。这是他喜欢送外卖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记者看到，在他的出勤装备

中，有一套蓝色的衣服必不可少——蓝天

救援队的队服。作为昆明蓝天救援队的一

员，张玉鑫随时待命，一旦有人陷入危险，

他便换上“蓝衣服”变身“超人”。

挺身而出的“超人”

9月 13日，和往常一样，张玉鑫正骑着

电动车送外卖，突然他的手机跳出一条信

息，是蓝天救援队工作群值班人员发来的

救援信息。接到救援任务后，张玉鑫立马

停止接单，回家拿上救援设备，1 个小时内

集结完毕。

事发地位于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的一

个水库，一名 19岁的男子在游泳时意外溺

水。张玉鑫介绍，“水库的水草非常长，水

槽多、密，救援难度很大。”

张玉鑫和队员用声纳扫描后没发现溺

水者的影像，潜水员又下水搜寻，救援队员

用了不同的工具，从早上一直搜寻到下午，

终于找到溺水者。不过遗憾的是，落水男

子被救起时已没有了生命迹象。

“挺可惜的，这么年轻，人生才刚刚开

始。”张玉鑫的心情很沉重，他说，救援的过程都

是瞬息万变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人

在灾难面前很渺小，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了在救援过程中节省时间、提高救援

成功率，张玉鑫平时会抽空研究搜救设备、救

援方案，加强救援技能。提及去年 12月份救

下的一个小男孩，张玉鑫依旧觉得很高兴。

当时，张玉鑫正在呈贡万达广场送外卖，

一名小男孩在乘坐扶梯时意外将手卡在扶梯

里，看到消防员前往救援，张玉鑫也跟了上

去。经过观察，小男孩的手肿得很厉害，消防

员准备对扶梯破拆时，张玉鑫优化了救援方

案，指导救援人员拆卸螺丝，把扶梯两边护板

拆开进行救援。

“我以前接触过电梯维修，救援方案优化

后可以让商场减少一些损失。”张玉鑫说，约

半个小时后小男孩的手便伸了出来，自己也

接着送餐去了，虽然超时了几分钟，但说明情

况后顾客也表示理解。

消失的11天

直到 8 月 26 日返回昆明，一同跑单的骑

手们才知道，张玉鑫“消失”的这么多天里，原

来是去了河南救灾。

河南遭遇洪涝灾害时，距离张玉鑫动手

术刚过去两个多月。此前，他的腿部受了点

伤，回老家做了手术，在腿部植入钢钉固

定。“当时朋友圈里河南暴雨的视频到处都

是，我觉得情况很严重，河南需要救援力量，

不能等。”张玉鑫没有任何迟疑，踏上了去河

南的路。

7 月 21 日当天，张玉鑫和队友们到达了

河南偃师，当时内涝严重，水深三四米，有些

地方水深甚至达五米，一些老人、孕妇、小孩

被困，救援队主要在新密、巩义、新乡等地负

责群众转移、物资转移、消杀等工作。

回忆起在灾区的情景，张玉鑫说，记忆最

深的是救援队在路上遇到一个被困的户外拓

展营，营里有 119名师生，已经被困 3天了，水

深大概有 4 米左右，而且水流湍急。救援队

和消防官兵们一起参加救援，整整 3 个小时

里，他一直在拼命地划船、划船……救援结

束，他的手累得一直发抖。

7月 21日至 31日 11天的时间里，张玉鑫

参与了多轮人员救援和物资转移工作，和救

援队的伙伴们一起救出了至少 500人。张玉

鑫告诉记者，在河南灾区的救援现场，他几乎

没有停歇过，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衣服湿了

干，干了湿，到第 7 天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

出现状况，手脚抬不起来、眼睛睁不开，非常

难受。“支撑自己坚持下去的，更多的是一种

责任。”张玉鑫说。

在了解到张玉鑫的事迹后，外卖平台美团

评定张玉鑫的事迹为“社会责任一等奖”，授予

其“先锋骑手”称号，并予以2000元现金奖励，

不过，这2000元很快又被他用在了救援上。

英雄梦的背后

为何会加入蓝天救援队？张玉鑫告诉记

者，从 2007 年蓝天救援队成立开始，他就一

直在默默关注着，直到在鲁甸地震救援现场，

他看到了蓝天救援队在救援时的义无反顾，

深受鼓舞，还结识了参与救援的队员。“而且

我经常锻炼身体，体质、体能都不错，很适合

做救援工作”。

“志愿者、预备队员、正式队员……”张玉

鑫自豪地说，蓝天救援队一共有 3种队员，要

成为正式队员不仅一年要做 200小时公益服

务，而且还要通过很多专业技能考核，比如

他就考了挖掘机操作、CPR（心肺复苏）、

无线电操作等方面的证书。此外，张玉鑫

不仅自己出钱考取资格证书，还省吃俭用

自费买很多救援设备，这样才能更好地在

蓝天救援队服务。

在没有救援任务的时候，张玉鑫会努力

地送外卖，在他看来，骑手工作最大的优点

是自由。“我们经常会有救援任务要执行，有

些特别紧急，需要马上出发，而众包骑手比

较自由，我随时可以放下工作，出发救援。”

在张玉鑫租住的小屋里，堆满了各类

荣誉证书：连续多年的无偿献血证、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登记卡、造血干细胞捐献荣誉

证书、河南洪灾“最美”逆行者……

在张玉鑫的影响下，有两名外卖骑手也

加入了昆明蓝天救援队，他们白天参加培

训，晚上送外卖，随时准备着出任务救援。

“处于危险境遇的人需要救助，能通过

自己所学的技能帮助有需要的人让我很开

心。”张玉鑫说，虽然公益救援有一定的危

险性，但自己热爱这件事，心里有“生命面

前人人平等”的信仰，参与救援就是自己生

活的一个盼头，也是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

在街角巷口，外卖骑手的身影不

断穿梭来往，为顾客送上热腾腾的餐

食，外卖员张玉鑫是骑手队伍里普通

一员，但他却身怀绝艺，又心怀善意，

总是在人们有困难的时候穿上蓝天救

援队队服，赶赴一线为需要救援的人

提供帮助，成为平凡的超级英雄。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田晓军

今天，湖北省总工会研究决定，追授王

静湖北五一劳动奖章。然而，遗憾的是，王

静无法亲手接过这份荣誉。几天前，为了

搭救一名不慎落水的老奶奶，王静的生命

永远定格在了 32岁。

事发时间是 11月 26日，据湖北省荆州

市监利市新沟镇党委副书记赵小华介绍，当

天下午2点半左右，年逾八旬的交通村村民

张奶奶准备到村里的建新河舀水浇菜，由于

年事已高，不慎滑落河中。落水后，张奶奶

在水中拼命挣扎，并大声呼救。正在附近送

餐的外卖小哥王静听到老人呼救后，赶紧骑

车赶往位于建新河陈家垱的落水点。来不

及考虑个人安危，王静沿着河堤的坡道冲向

落水的张奶奶。

赵小华表示，由于建新河河道之前进

行过清淤作业，靠近河堤的地方水深大多

超过 2米，再加上王静本身不会游泳，在救

援张奶奶过程中，由于体力不支，两人最终

相继溺水身亡。

事发后，路过的村民赶紧拨打 110 报

警，并向 120求救。接到求救电话，当地民

警和监利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急救人员紧急

赶到现场救援。

“落水时，外卖小哥身上还装有手机和钱

包。”新沟派出所民警回忆说，“从遗物判断当

时下水救人时，他没有丝毫犹豫。”

出警民警介绍，他们将停靠在河堤岸

上的外卖单车运回派出所后发现，单车的

储 物 箱 内 还 有 一 份 未 送 达 的 青 椒 肉 丝 外

卖，而这份外卖随着送餐员生命的定格，再

也无法送达。

据了解，王静家住新沟镇前进社区一栋

简陋的 2 层楼内，王静的父亲侯志东今年 69

岁，患高血压和冠心病，因缺乏劳动能力，老

人平常捡废品补贴家用。王静的母亲王玉兰

因两次中风，生活本就不能自理，痛失儿子的

消息更是让老人几度悲痛昏厥。

“救人是好事，但他从没学过游泳……”

王静父亲侯志东说，儿子王静从小孝顺父母，

乐于帮助别人。“看到有人落水，他是肯定会

去救的，但这次把命给搭上了。”

而王静的女儿今年只有 6岁，事发后，孩

子经常会问，“爸爸去哪了？”但家人们暂时没

有告诉孩子父亲已经去世的这个消息。“他曾

说，最大的心愿就是攒钱以后给女儿买套新

房子。”王静的生前好友万兵介绍说，为了当

好全家的顶梁柱，王静一直是订单跑得最积

极、最勤勉的骑手。“他一直想买一台新的笔

记本电脑，省吃俭用也舍不得买，但在别人需

要帮助时，他总是义无反顾。”万兵说。

据介绍，王静原本在武汉送外卖，为照顾

家中老人和孩子，今年7月份才回到老家新沟

镇，一天要送30多单，跑单量在公司一直靠前，

3000多单“零差评”，4个月行驶了1万多公里。

“看到有人落水，他肯定会往前冲。”王静

生前的同事刘涛说，遇上订单高峰期，只要王

静有空余时间，他都会主动帮助别人。刘涛回

忆了那份无法送达的青椒肉丝外卖的缘起：事

发当天，王静接到事发地点附近的米厂外卖订

单，客户点了一份青椒肉丝。“这份永远无法送

达的外卖成了王静与这个世界的永别”。

据美团外卖湖北相关负责人介绍，他

们正积极协同王静家属处理善后事宜。美

团外卖合作城市关爱计划将为骑手家属提

供关怀金，并积极协同家属推进保险理赔，

帮助王静家人渡过难关，同时承担王静年

幼女儿的学费及生活费，直至她 18 岁，帮

助她健康成长、顺利完成学业。

事发后，王静的英雄举动在有着“小城

大爱”之称的监利市广为传颂，他伸手援救

的张奶奶全家都感激王静见义勇为的英雄

举动。不少单位得知王静的家庭情况后纷

纷组织职工捐款，当地党委和政府也为王

静申报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11月30日，湖北省荆州市商贸服务业工

会联合会主席向锋、副主席张国文，来到了新

沟镇前进社区，为家在这里的网络送餐员王

静送来了荆州市“最美送餐员”的荣誉证书。

（本报湖北监利 12月 2日电）

外卖员王静为救落水老人牺牲，被追授湖北五一劳动奖章

他的生命定格在送餐途中

邓崎凡

人是宇宙偶然落定的尘埃，亦可灿烂如星辰。

叶阳辉和计女士的相遇，就像是两颗尘埃的偶然

相遇，却让人看见星辰的光。

2018 年 5 月，21 岁的叶阳辉从河南老家来到杭州

临平成了一名外卖小哥。今年 33 岁的计女士，7 年前

因病导致行动不便。家人有时忙于工作、照看孩子，送

饭不及时，计女士就通过手机叫餐。

一次送餐，叶阳辉结识了计女士。

看到计女士手脚不方便，从第一次送餐开始，叶阳

辉都会打开每个饭菜盒，等计女士吃完饭，再整理好餐

盒并将垃圾带走。

这件事，叶阳辉坚持了 3年多，每次大概会花费他

15分钟。这段时间内，他本可以多接几单，多赚些钱，

但他暂时关闭了接单系统。

因为外卖随机派单，叶阳辉不知道谁会接到计女

士的单，就在骑手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希望大家在接

到计女士的外卖时，能协助她顺利用餐。这个倡议很

快得到了其他骑手的响应。

冬天里看到这样的故事，让人温暖而感慨。

大多数时候，人尽可以卑微地活着，但在散发光亮

的那一瞬间，生活的意义完全不同。

叶阳辉和他的朋友们，那些风雨里奔波、街道里穿

梭的外卖骑手们，像是城市里小小的蚂蚁一样不起

眼。计女士，寄居于深屋之内，连晒到阳光都不能自主

的弱势人士。他们是这宇宙中人世卑微的个体，虽未

受到命运的眷顾，但也能演绎出人生高尚的意义。

外卖骑手们，是为了抢一单生意的时间，恨不得一

分钟掰开揉碎换作几分钟来用的一群人。他们扛着妻

儿父母和生计，却愿意把 15分钟留给眼前这个萍水相

逢的人，不是一次两次，而是长年累月，不是一个人两

个人这么做，而是一群人这么做。生计之上，有他们作

为人的尊严和光亮。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发出这样的光亮。职业不可

以，能力不可以，有时候甚至是利己的本能也不可以。

从愿意花费 15分钟帮助客户进餐的外卖员，到伸开双

臂接住坠楼者的快递小哥；从街头见义勇为的店员，到

灾难面前千里驰援的货车司机……这些平凡而微小的

人，克己而不自知，无私而不自诩，高尚而不自用。他

们是散落的尘埃，而他们一旦发光，会如星辰般夺目。

有些时候，有些人在谈起别人的时候，总带着一些

特别情感：高人一等的关爱，避而远之的鄙夷，隔靴搔

痒的同情……很少有人在这浩瀚的宇宙与人世中，感

同身受地懂得彼此的卑微和高尚。

但在这纷扰的尘世，众生被不带附加条件地一视

同仁。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也好，窗子也罢，说到底，不过都是悠悠天地人世

的布景，日升月落，终会归于时间的长河。而天地不

仁，在随风而逝之前，尘埃或者星辰，卑微或者灿烂，是

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

这，取决于我们彼此相遇时，演绎什么样的故事。

人生亦可如星辰

打工前沿G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农村教育不应该

照搬城市化的“应试教育”、不应该是单一的

升学教育。农村教育需走向能为农村学生

带来实质性变革的创新模式——“为生活而

教”。这是 11 月 28 日发布的《乡村教育新观

察——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告（2021）》（以下

简称《报告》）对乡村教育提出的期待。

《报告》由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广东省时

代公益基金会联合策划并组织专家团队编

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报告》指出，

在我国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

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农村教

育的下一步如何发展，需要厘清“后普及教

育阶段”农村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2020 年，在取得了农村全面脱贫胜利的同

时，中国农村教育仍面临着城挤乡空、大班

额、寄宿制学校和小规模学校的短板、留守

和流动儿童教育保障、区域间教育不均衡、

中职教育发展滞后以及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的不稳定、保障差等系列问题。

后普及阶段农村教育的未来发展该是

什么样子？《报告》指出，我们需要对农村教

育、农村学校建立新的认知和定位，需要用

“达标+成长”的评价取代单纯的学业达标评

价，并在规范性的课程教学内容之外，重点

加强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综合素质的培

养，开展健康教育和创业教育。

《报告》指出，农村教育不应该照搬城市

化的“应试教育”、不应该是单一的升学教

育。农村教育需走向能为农村学生带来实

质性变革的创新模式——“为生活而教”，将

学校的教育目标从“达到一定标准测试的考

试成绩”，转变为“对学生及其社区的经济和

社会福祉产生积极的影响”。《报告》倡导，通

过将普适性知识与乡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

有机结合，实施适合农村青少年成长需要的

植根乡土的教育、有根的教育、有机的教育、

绿色的教育。

《乡村教育新观察——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告（2021）》倡导——

农村教育应该“为生活而教”

本报讯（记者黄洪涛 通讯员高云）日前，江苏省扬州市公共

交通集团公司举办一年一度的新员工师徒结对仪式，分别为新

入职的6名管理人员及10名修理工配备一对一的“政治导师”和

“技能老师”，通过导师的言传身教，帮助新员工扣好新职业生涯

的“第一粒扣子”。

今年以来，扬州在企业积极推行“双师制”职工培养模式，

即依托“义工教授”志愿服务团队、劳模工匠、技能大师等资源，

为职工配备“政治导师”和“技能老师”。目前，扬州规模以上企

业新入职员工“政治导师”和“技能老师”配置率分别达到 70%
和 90%。

据悉，扬州市县两级总工会组建了一支由 300多名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义工教授”队伍，每年深入企业开展免

费培训 200场以上。同时广泛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教师

进企业”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团结引

导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人社

部门等全市各有关部门积极行动，合力推进“双师制”，培育壮大

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仪征化纤公司是扬州率先为新入职员工配备“政治导师”和

“技能老师”的企业，除了对新入职员工进行安全环保、企业规

章、主要生产工艺流程等培训外，还在第一时间与其签订培养协

议，打牢职业生涯的根基，努力将员工培养成为“仪化工匠”。

江苏油田传承并完善传统“师带徒”模式，挑选劳模工匠中

承担过局、处级重点研究课题、重要工程项目，有实际解决复杂

生产难题的大师级技术工人担任新员工“双师”。徒弟与单位、

师父签订的三方培养协议，明确了协议目标、师徒职责、培养计

划、激励措施等内容。目前，江苏油田已实现新入职毕业生拜师

率100%。

为职工配备“政治导师”和“技能老师”

扬州“双师制”助力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河南洪涝灾害期间，张玉鑫（右一）和队友扛着救生艇通过泥泞的路段。 受访者供图

冬制薯片
12月1日，赵家镇泉畈村的晒场上晒满了番薯晒布。
据了解，浙江省诸暨市赵家镇泉畈村番薯种植面积达到1000多亩，每到冬季，村民们

都会变着花样制作番薯美食，其中传统番薯片是当地广受欢迎的“口袋零食”。近年来，赵
家镇泉畈村依托合作社把传统番薯片打造成乡村旅游特色美食，探索发展一条“旅游+电
商+农土特产”新路径，把农家美食成功销售至全国各地。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