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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城市里的‘轻骑兵’”

5 月 17 日，上海浦东新区祝桥镇，天上
淅淅沥沥地飘着小雨，虽已是初夏，但因为
前两天降温的缘故，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冷
的感觉。

田丹在这里租了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单
间。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小小的房间里窗明
几净，被田丹打理得干净透亮。临街的窗户
上摆着一盆小花，旁边放着专属“饿了么”
外卖骑手的蓝色安全帽。

早上 9∶30，田丹已经穿好标识自己外
卖员身份的蓝色外套，下楼启动电动车，准
备赶赴聚集地开始一天的工作。见雨有越下
越大的趋势，她把自己的手机固定在电动车手
把上，还在上面撑开了一把特制的黑色小伞。

“晴天遮阳，雨天挡雨。”见记者好奇，
田丹笑着说。10∶30是顾客下单高峰开始的
时间，田丹要在那之前，赶到距离住所10公
里远的川沙百联购物中心。

“外卖骑手们之所以会在大型商圈附近聚
集，是因为离商家近才能更快接单。按照系
统的规则，接单得在距离商家 100 米的范围
内。”田丹说，“除此之外，大家聚在一起热
闹，没单的时候还能聊聊天。”

田丹顶风冒雨，在渐渐多起来的车流和
闪烁的交通信号灯之间快速通过。

10∶20，田丹抵达百联购物中心，周围
已经有骑手等候了。看到田丹来了，大家乐
呵呵地跟她打着招呼。和大家一样，田丹拿
出手机，打开“饿了么”骑手 APP （手机应
用程序） 的抢单界面，开始抢单。

“根据配送方式不同，我们配送的订单有
四种：众包单、优质单、团队单和同城单。”
田丹说，众包单也叫小白单，是每个新入行
的骑士都可以接的订单。众包单的好处是容
易上手，谁都能接，主要是配送距离不超过
3 公里，同一方向接到其它订单的机会不
多，费用较低。优质单就是优质商家发送的
订单，这样的订单距离适中，单价较高，一
般一单超过10元就是优质单。优质单骑手因
为能力和日常表现，可以比其它种类的骑手
接到更多的优质单。至于团队单，则是在一
地区配送成熟的外卖员，如果愿意，可以申
请承包城市里某一个片区的订单，成为该地
区的外卖团团长。团长负责分配订单并召集
骑手接单。田丹则是一名同城单骑手，同城
单就是跑全城的骑手。“一般来说，订单距离
在 5 公里以上。”田丹说，“同城单的好处是
单价高，同时沿路还可以接到其它订单，不至
于空跑，来回浪费时间。”田丹告诉记者，自己
接到的最远一单跑一个来回要100多公里。

“饿了么”外卖平台实施积分评级制，从
小白单开始，新入行的骑手通过接单数量、
接单效率和用户好评率等指标不断积累自己
的积分评级，评级越高，接到价格高的好订
单机会越大，就是“钱多单好”。

“叮咚！”远处，一个年轻骑手收到了接
到订单的手机提示，立刻风风火火骑上电动
车赶赴商家取餐去了。

田丹说：“送外卖刚入门就跟打游戏一
样，你要一层一层去解锁，跑到多少单之
后，才能去接单价高一点的单子，看似很简
单，其实也很需要技巧。”

田丹告诉记者，一个成熟的外卖骑手，
首先要去规划一个自己常驻地区商圈的范
围，然后还要知道在这个商圈里面，外卖配
送高峰时间段选择往哪个方向配送，沿途才
能接到更多的订单。

“送外卖，跑一个方向只送一单不划
算。”田丹说，“像我跑外卖，首先选定一个
方向。找好方向之后，只要我接了第一单，
系统后台会根据我手上订单的方向，分配
沿路的订单给我。如果一个外卖员没有掌
握这些技巧，一天到晚会跑得很吃力，还
挣不到钱。”

在实战中锻炼，外卖员的成长速度很
快，从一个“菜鸟”骑手成长为一个专业骑
手仅需半个月。“像我这样一开始不怎么认路
的骑手，用了一个月时间成长为成熟骑手，
已经算慢的了。” 田 丹 说 ，10∶30 到 14∶00，
16∶00到20∶00，这两个时间段是顾客下单
的高峰期，也是外卖员最忙碌的时候。

“叮咚！”田丹的手机收到了今天的第一
条接单通知。低头看了一眼订单情况，距离
6.5公里，沿途餐厅不少，配送费用8元，田
丹抬头对记者一笑：“来活了，走咯！”

从附近店里取了餐，小心翼翼地放到车
后保温箱里，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装备和电动
车，戴好安全头盔，整理了一下雨衣，田丹
开始了送餐的旅程。

雨越下越大，打在头盔和雨衣上发出噼
里啪啦的声响，飞驰的车轮溅起水花，在川
流不息的车流中，骑着电动车的田丹撞开雨
幕，向前奔驰。呼呼作响的风吹起雨衣的下
摆，在空中猎猎飞舞。田丹就像一名在战场
上冲锋的骑兵，一往无前。

在 车 水 马 龙 的 都 市
中，在街头巷尾人们注意
不到的地方，无数像田丹
一样的外卖骑手，不惧寒
暑，无畏风雨，用他们的
汗水和辛劳为市民的生活
带来了方便和温暖。

到达目的地后，田丹
小心翼翼地从保温箱中取
出了餐食，在湿冷的空气
中，餐食冒着丝丝热气，
看到这一幕，田丹松了一
口气，用身体护着它，快
速向楼上跑去。

“ 您 好 女 士 ， 我 是
‘饿了么’‘蓝骑士’，这
是您点的外卖，请收好。”

“谢谢，您辛苦了。”
“不客气。”
简单几句对话之后，田丹收到了 APP上

订单配送完成的提示，长舒一口气，开始了
下一单的配送之旅。送单过程中，田丹还顺
路接下了 5 单，算好时间，她依次上门取
餐、配送、结单，所有流程一气呵成。

“相对于晴天，雨天更容易接单，因为大
家都不愿意出门。”田丹笑着对记者说，“这
就是我的工作，做一名城市里的‘轻骑兵’，
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满足大家的用餐
需求。”

“孩子有救了，你是孩子的
救命恩人！”

所有驾轻就熟的后来，都有一个微不足
道的开始。

田丹的外卖配送之路，并没有一个华丽
的开局。

几年前，田丹刚结婚就跟老公去深圳做
过生意，“没赚钱，就回老家带娃了。”直到
两年多前过年，在上海送外卖的哥哥回老
家，给她看了收入截图，一天能挣四五百元
钱，田丹心动了：“不就是骑车送东西，我闭
着眼睛都行。”

然而，田丹不知道，自己还是想得太简
单了。

第一天送外卖，田丹遭遇了挫折。
“我当时是个‘路痴’，去什么地方都看

导航。导航一会叫我左拐，一会又叫我右
拐，前面明明是一堵墙，它还让我直走。”

一个半小时的配送时间，田丹来来回回
绕了十几圈没找到。只剩最后半小时就要超
时了，田丹着急地问了好多路人，有的说向
右，有的说直行，她都不知道该听谁的话了。

在路边，田丹看到一位大叔，心想他肯
定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没想到在听到自己的
求助后，大叔冷淡地说了句：“路都不认识，
你送什么外卖！”

“他一句话，就把我那股兴冲冲的劲儿给
打没了。”本就委屈的田丹，一下子绷不住
了，坐在路边哭，掏出手机准备给顾客道
歉。这单她不想送了，多少钱自己赔，准备
收拾东西回家不干了。

然而，看着刚买的电瓶车，一单还没送

就回去，田丹有点不甘心。
深呼吸了几口气，稳定住情
绪，田丹向一个路过的外卖
骑手求助。骑手耐心地给她
指了路，终于在最后 10 分钟
内，田丹成功送到了自己的
第一单。

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相
比 找 路 ， 更 难 应 对 的 是 个
别人的不理解。遭受顾客的指责和催促，
是外卖员的家常便饭。

有的顾客刚下单没一会儿，就在 APP里
催单、发火。对此，田丹选择用不争执来应
对。有的顾客脾气急，直接打电话过来抱
怨：“我都要饿死了，你怎么还不到！”田丹
没说话，直到准时送到，她跟顾客解释一次
送了四五单，必须一单一单挨个送。没等她
说完，有的顾客就劈头盖脸地说：“没能力，
你接那么多单干什么？”

“受委屈只是个别情况。”田丹说，“更多
的时候，顾客让我越来越喜欢做外卖骑手。”

田丹说，有一年 7 月，上海很热，在室
外坐着不动都能热出一身汗。中午一个小伙
子点了一大包冰淇淋，虽然有保温袋，但送
到那么远的地方，肯定化了，她打电话想赔
偿小伙子，那边却说什么都不要，“你什么时
候送都可以，路上慢一点，不要着急。”有一
次去老小区送单，没有电梯，田丹爬上楼后
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拿到餐的阿姨热心地
拿出冰水给她喝。

人与人之间换位思考的共情和善良，让
田丹越来越喜欢这份与人打交道的工作。

2022年3月底，“饿了么”开通了应急特

需服务，在骑手中招募志愿者，要求有私家
车，可以在上海跑全城配送物资。

田丹丈夫刚好把自家的车开来上海，她
没犹豫就报名了。作为“饿了么”应急特需
项目唯一的女骑手，田丹每天早出晚归，坚
守2个月开车配送物资。2022年4月，上海市
儿童医院互联网药品订单配送出现积压，“饿
了么”专门成立了“宝宝送药专车”。田丹作
为志愿者小分队的队长，开车为小患者们免
费配送处方药。她说：“我是两个孩子的妈
妈，特别能理解父母那种焦急心情，所有的
东西都能等，就是药不能等。”

有户人家孩子有慢性病，药不能断，网
上发出求助信息后，田丹去儿童医院取到药
品并送到了小区，一家人在小区门口等她，
哽咽着拿过药：“孩子有救了，你是孩子的救
命恩人！”

那天夜里，跑了一天的田丹正要倒头睡
一会，手机响了，是一条短信：“真的很谢谢
你，孩子也非常感激阿姨，她说阿姨是‘孤
勇者’。”

“外卖骑手是一座桥梁，可以更好地帮助
他人。”田丹说，顾客的理解和感谢令自己感
到温暖，比如遇到了各种突发情况，订单配

送时间会晚，她打电话和下单者沟通，对方
也能体谅。“听到他们跟你说一声‘没关系’

‘谢谢’，或者能感受到我们奔波的那种不容
易，我就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挺值。”

“诚实劳动，每个人都可以
改变自己、改变命运”

由于2022年在上海外卖行业认真负责的
工作和出色的志愿服务，今年，外卖员田丹
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从来没想过，我能穿着外卖工作服，走进
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从来没有想到会获
得这么高的荣誉，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事。”对于自己4月27日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被
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事儿，田丹这样说。

在领奖前，田丹认真地洗了头发、化了
淡妆。她和另外几名获奖外卖骑手都决定穿
着“蓝骑士”制服去领奖，“这份工作让我们
特别自豪。”

直到现在，在跟记者聊起这段经历时，
田丹仍感觉“不可思议”，她说，踏进人民大
会堂的那一刻，原先没啥波动的心突然就很
激动，“能到北京领这个奖，是一种荣誉，是
国家对我和外卖员这个职业的认可。”

田丹说，一开始，自己不好意思跟别人
说自己送外卖，怕人家嫌弃自己“没学历没
本事”。后来在跑单过程中，她发现骑手里
面，有的弹吉他特别厉害，有的唱歌很好
听，这么多优秀的人都在这个行业，让她渐
渐喜欢并认可了这份职业。

让田丹更有荣誉感和归属感的，还有外
卖员“社区侠”这个公益群体，身为“社区
侠”的小伙伴们往往热心肠、人靠谱，不管
是爱岗敬业、热心公益，还是工作中遇到突
发情况及时施以援手，这些骑手们正奉献自
己的力量，一起建设更好的社区。

现在，田丹会时不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自己的外卖生活。“我没有想过，自己只是做
着一项平凡的工作，会帮到这么多人，30多
岁了，我找到了更大的价值感……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踏实劳动，我更多的还是想给
家人、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田丹给骑
手团队的管理人员发了自己的领奖照片，很
快收到了回复：“诚实劳动，每个人都可以改
变自己、改变命运，未来值得期待。”

虽然女性外卖骑手在 300 多万名“蓝骑
士”中占比不到一成，但她们逐渐崭露头
角。以“饿了么”平台为例，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的“蓝骑士”，过去两年每年均为1
名，是男性；今年的获奖者为 4 名，其中两
名为女性。

快 递 外 卖 行 业 拼 的 是 速 度 和 服 务 质
量。在外卖配送中，女骑手体力上并不占
优势，但女性通常耐心细致，让她们很快
积攒了好口碑。田丹认为自己能在同行中
脱 颖 而 出 ， 大 概 是 自 己 能 更 加 “ 将 心 比
心、急人所急”，“在这份工作中投入越
多，收获也会越多”。

领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之后，田丹又荣
获了“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标兵”称号。

“妈妈你真厉害，都上光荣榜了！”在电
视新闻中看到穿着外卖工作服站在台上领奖
的妈妈，田丹的小女儿糖糖兴奋地说。

上小学二年级的糖糖，不会用特别丰富
的词汇形容妈妈，但她知道，妈妈在做一件
让她骄傲和值得学习的事情：“我妈妈是最
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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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是‘饿了么’‘蓝骑士’，这是
您点的外卖，请收好。”这是外卖员田丹日常
工作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今年34岁的田丹来自陕西省汉中市，是
中国外卖平台“饿了么”上海地区的女骑手。
因为穿戴蓝色工作服、佩戴蓝色头盔是“饿了
么”平台外卖员的标志，因此，“饿了么”外
卖员也被称为“蓝骑士”。此外，因为平时送
外卖围绕社区，参加公益志愿服务守护社区，
骑手们也被称作“社区侠”。

田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主要工作是
进行远距离配送服务，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
上海的大街小巷。她还是社区公益服务的积极

参与者。
2023 年是田丹从事外卖工作的第三年，

“努力做一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她的信条。4月
27日，田丹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她激动
地说：“从来没想过，自己能穿着外卖工作
服，走进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好像在做
梦一样，很兴奋也很紧张。”

作为一名外卖“蓝骑士”，田丹的日常工
作是什么样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她获得了中
国劳动者的最高奖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日前，本报记者从北京赶赴上海，跟着田丹一
起送外卖，用跟随式采访的方式，记录了这名
普通外卖骑手平凡而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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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丹正在确认顾客的订单信息。

田丹正在配送外卖。田丹正在配送外卖。

田丹刚刚送单成功，收
到顾客的感谢信息。

田丹刚刚送单成功，收
到顾客的感谢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