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每天雷打不动地早起，早晨七
点便匆匆骑上摩托车朝着网点奔去，七
点十分准时到达网点开门。入库、理
货、出库……这样的循环工作往往要
持续到晚上九点。除春节外，崔少华一
年四季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他用周而
复始的坚韧和辛勤守护着自己的生活。

今年是崔少华接触快递行业的第
五个年头。五年时间，他从一名快递

配送员成长为离石区网点
负责人，其中的艰辛只有自
己知晓。

2019 年 ，崔 少 华 关 闭
了自己经营三年的汽车装
潢店，成为一名快递配送
员。“选择当快递小哥，一方
面是因为这份职业可以多
劳多得，靠努力赚钱；同时
还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
提升与人沟通的能力。”崔
少华说。

快递小哥的日子是忙
碌而辛苦的。凌晨四点，当
第一趟快递车开始卸货，快
递员们就要到达网点把所有
包裹分拣归类。上午八点出

发送货，崔少华便开始了一天的奔波。
“刚开始我负责的是吴城、信义那

一块的快递配送。由于路程比较远，
每天饭点都是在送快递的路上度过
的，到了下午四五点才能有空隙吃口
饭。”崔少华坦言，一线投揽工作远比

自己想象中的辛苦得多，但既然选择
了这一行就得好好干。

送快递考验体力，更考验脑力，是
一项技术活儿。“刚开始送快递的那会
不熟悉路，走到村里没信号的地方联
系不上客户，就只能返回去找个有信
号的地方打电话问清楚路再继续送，
有时候一天就得跑三四百公里。”崔少
华回忆道。

几个月下来，崔少华把那附近的
路跑了个遍，再偏僻的地址他都能准
确送到，附近的村民也都认识了这位
年轻小伙。“有时候送货正赶上饭点，
看我还饿着肚子送快递，大爷大妈们
就会热情地招呼我和他们一块吃，那
时候就觉得再辛苦也值了。”回想起那
段时光，崔少华满是感慨。

在基层投揽员的岗位上锻炼了两
年后，崔少华先后被调往了方山县、离
石区担任网点负责人。“我很庆幸自己
当时咬牙坚持下来了，正是那段经历
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也让我在
处理网点遇到的各种问题上有了经
验。”如今，作为离石区网点负责人的
崔少华已然成熟了许多。

步入快递行业的几年来，崔少华
始终坚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身，在
扩大业务量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品
质，为客户提供高品质、高时效的快递
服务。也正是因为坚持和毅力，使得
崔少华从一名基层快递小哥逐步成长
为网点负责人，成就了一番快递事业。

“期盼着每一份快件都能安全准
时送到客户手中。”这便是崔少华最简
单而又朴素的愿望。

张会鹏是地地道道的汾阳市贾家庄村
人，也是本地成长起来的二级烹调师，目前在
汾阳汾州食府当炒菜组组长。今年 39 岁的
他，长相和善敦厚，中等身高，微胖的身材，戴
一副黑框眼镜。他不善表达，每天把所有的
精力都用到了炒菜上，尤其是当他戴上厨师
帽，穿上工作服，揽起炒锅炒菜的样子让他瞬
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每天早上 8 点，他就赶到饭店准备中午
所需食材。到了午间，后厨灶台前，开火，倒
油，油温热立刻下入葱姜蒜，只见铁勺在锅底
翻炒，滚烫的热油和翻滚的瞬间爆发出香味，
瞬间蹿起的火苗把他黝黑的脸照得通红，随
着眼镜框里跳动的火焰，一道道精美可口的
炒菜随之端上餐桌。

“民以食为天”“技不压身，能掌勺饿不
着。”高中毕业后，在父亲的推荐下张会鹏拜
师在汾阳市鼎鼎大名的厨师韩宏斌门下，正
式从学徒打荷做起。“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
人”，从 18岁踏入厨师行业，30年来他兢兢业
业、日复一日沉浸在三尺灶台，秉持着“做好
人、做好菜”的工作信条，他一心专注厨艺创
新和新菜品研发，精雕细琢每一道菜品，为来
汾阳贾家庄的食客奉上美味佳肴。

付出终有收获，他曾先后获得“中国晋菜
名师”“中国晋菜大师”称号；2019年，在全国
第八届烹饪技能大赛中荣获银奖；2021 年，
荣获 2020 年度“中华金厨奖”；2023 年，在第
四届吕梁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一等奖，获得

“吕梁技术状元”称号；2023 年，在第 32 届中
国厨师节上荣获“金厨”称号；2023年他制作
的一道“唐王醋鱼 ”被山西省人社厅评选为

“十大新派晋菜”。
张会鹏目前还担任着汾阳市餐饮旅游饭

店行业协会名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作为餐
饮协会副主任，始终不忘为传承发扬汾阳美
食文化不遗余力，在汾阳市申报“中国厨师之
乡”期间，他带领餐饮职工积极挖掘烹饪文化
历史，参与烹饪餐饮服务人才培训，并与协会
同事、广大汾阳餐饮人共同积极挖掘我市烹
饪文化历史，编纂了《汾阳厨事》一书，挖掘整
理中国厨师之乡·汾阳名厨事迹，组织撰写了

《名厨传承谱系》。2021 年，在汾阳市委、市
政府的领导下，参加“山西小吃暨汾阳美食走
进北大”活动，深化省校合作，宣传汾阳美食
文化、展示汾阳良好形象，收到一致好评。

2022年，与汾阳名厨创新推出了更符合
现代人饮食口味和需求的“汾阳宴”，为“中国
厨师之乡·汾阳”再添一抹亮色。截至目前，
共起草发布 119项团体标准，位居全省第一。

“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服务好每一位来
汾州食府的食客。”张会鹏说，“希望未来把我
们的‘中国厨师之乡’的金字招牌越做越响。”

“上车请系好安全带”“空调温度
您觉得合适吗？”“下车别忘了您的随
身物品”……每次乘客坐上网约车司
机成旭峰的车，总会有种宾至如归的
感觉。来自临县林家坪镇的“滴哥”成
旭峰今年 37 岁，从离石到太原，他已
经连续开了四年的网约车。

早些年，他开过小吃店、洗衣店，
打过零工、送过外卖……最后，他把目
光放在了做网约车司机上，“这个工作
早出晚归很辛苦，但是只要自己肯吃
苦，那也算有个稳定收入，稳定了心里
就踏实。”成旭峰说。

每天凌晨 5 点，成旭峰起床穿好
衣服洗漱完毕，准备出车。擦拭车辆，
检查轮胎、灯光、刹车等设施，调节好
车内温度，在后座备好矿泉水、纸巾，
打开接单软件……这些琐碎的出车准
备工作，对于成旭峰来说已经成了雷
打不动的习惯。

“每天出车前认真打理车子，不仅
能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也能
给乘客良好的乘坐体验。乘客坐得舒
服，你的第一步服务就到位了。”成旭
峰的跑单座驾是一辆新能源汽车，如
今，这辆车已经和他“并肩作战”快三
年了，车子白净如新的外表和整洁的

内部环境时刻体现着车主对
车辆的爱惜和对乘客的负责
态度。

早高峰是成旭峰最紧张的
时候。“有时，一些赶时间上班、
上学的乘客就会在车上一直催
着加快速度。所以早高峰接单
也相当考验司机的耐心，要是
耐心不好，很容易上火。”成旭
峰说，碰到赶时间的乘客，自己
都会尽力安抚他 ，并在保证安
全的情况下加快速度，让乘客
最快到达目的地。

注重细节，是成旭峰经常
挂在嘴边的话。有时接到去
火车站、飞机场的预订单，他
都会提前到达指定地点。“服
务好，口碑自然就好了。接单质量和
数量也就有了保证，毕竟平台是有派
单倾斜的。”成旭峰乐呵呵地说。

“什么事情都是开始容易，坚持很
难。”不管是车辆卫生还是日常驾车，
成旭峰都在努力坚持做到最好。经过
长期工作实践，成旭峰总结出“脚轻手
快、轻踩慢带”8 个字的行车经验，并
时刻提醒自己要驾安全车、行规范路、
保 持 平 稳 ，随 时 注 意 观 察 上 下 车 乘

客。“坐他的车，就是感觉放心、舒心”，
很多乘客都这样称赞他。

四年的时间足够改变很多，然而
成旭峰却从未离开网约车行业，且跑车
热情不减。成旭峰说，自己就是一名普
通的劳动者，服务好每一个乘客，让他
们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职责。之所以
能坚持下来，除了开网约车赚钱稳定之
外，还因为他找准了自己在网约车行业
的定位，并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

快递小哥快递小哥

网约车司机网约车司机

烹调师烹调师

崔少华崔少华：：奔跑的青春最美丽奔跑的青春最美丽
□ 本报记者 韩笑

张
会
鹏

张
会
鹏
：：
用
匠
心
守
住
家

用
匠
心
守
住
家
﹃﹃
乡乡
﹄﹄
味味

□
本
报
记
者

康
桂
芳

成旭峰成旭峰：：用心服务用心服务 温暖乘客出行路温暖乘客出行路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子璇刘子璇

3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白颖凯

晚报版部主办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 特 刊 2024年 5月 1日 星期三

五一特刊五一特刊

正在炒菜的张会鹏正在炒菜的张会鹏

成旭峰和他的爱车成旭峰和他的爱车

工作中的崔少华工作中的崔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