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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天5单到一天40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金刚

外外卖卖小小哥哥相相信信

离离““爆爆单单””日日子子不不远远了了

随着企业、商铺逐
渐复工复产，人们的生
活渐渐恢复平常，很多
理发店店门口闲置了一
个多月的红白蓝三色灯
箱又转起来了，“托尼

“老师重新上线。3月10
日，齐鲁晚报记者在走
访中发现，有些理发店
目前仅提供10个预约名
额，价格较往常并无变
化。

3月10日上午，在东
方红路一家理发店，店里
有两名顾客在剪头发，硕
大的门店只有七个人，与
往日门庭若市的状态形
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恢复营业后，
开店时间是上午十点到
下午六点，比之前营业
时间减少4个小时，客流
量相较于之前也变少
了。”店长卜先生告诉记
者，他们每年最忙碌的
时间就是春节前，每天

平均接待 4 0名顾客左
右，加班更是常有的事。
但是因为现在正处于特
殊时期，不仅轮班的理
发师由之前的7人减少
至现在的4人，来剪头发
的顾客也由平常的一天
40人左右减少到现在一
天20人左右。

“刚开始恢复营业
的几天，整个店里就四
五个理发师，还要专门
分出1个助理给顾客测
量体温、消毒、做进店登
记。”卜先生说，平时剪
发等待区设在了店内，
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
每个顾客都会提前一天
预约好到店时间，如果
遇到特殊情况，没能在
规定时间内到店，那只
能在店外等候，避免人
流聚集。

卜先生告诉记者，
他们店早在2月27日就
开始在固定的客户群以

及自己朋友圈内宣传恢
复营业的消息，仅一天，
就有近30人预约剪发。

“按照往年复工的
规律，我们初七就上班
了，虽然没出正月来剪
发的人也不多，但是也
可以勉强维系收支平
衡。像今年这种情况，从
年三十放假，有接近一
个半月都在休班，没有
客流量也就没有收入，
我们还要负担每个月的
房租，员工的工资，确实
有很大压力。”卜先生
说，“希望疫情能早点结
束，虽然在家休班的日
子很清闲，但是没有经
济来源，我的精神压力
每天也很大。哪怕是像
现在这样，不管能接待
几个顾客，总归是有事
做了，只要忙碌起来，就
算是步入生活的正轨，
也代表着一切慢慢在变
好吧！”

“今天有口罩了吗？”每
天这样的询问会在德州康
诺新特药大药店的门口重
复几十次，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市场上的口罩一直
很紧缺。

“口罩都是之前的库
存，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很
多人来购买口罩，库存本就
不多，直接就卖光了，后来
我们根本进不到货了。”药
店负责人张女士告诉记者，
坚守在“疫”线的员工们都
没有足够的口罩戴。

张女士表示，疫情期
间，在药店的工作很辛苦，
经常不被理解，当得知没有
消毒液、口罩后，很多市民站
在门口出言不逊。甚至有市
民举报药店，“我们根本没有
哄抬物价，被举报后真的很
委屈。”张女士无奈的说，没
有防疫物资的时候，市民怀
疑我们囤积不卖，如今有了

防疫物资，口罩一片卖3 . 5
元，市民又认为价格高。

药店每天要接触很多
人，我们采取了很多的防疫
措施。有的员工们担心害
怕，并不想来上班，张女士
亲自打电话打消他们的顾
虑。“害怕也要开门营业，市
民们需要我们，而且我们采
取了很多的防疫措施。”张
女士告诉记者，市民在门口
告知所需的药品，由店内员
工拿到门口，不允许市民进
店，购买感冒药、消炎药等
药品的市民需要登记，员工
每天测温、登记，店内每天
至少消毒4次。

如今药店每天从8点半
营业到晚上6点，疫情让客
流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张
女士坦言，由于房租、工资
等因素，药店的压力很大，
如今形势越来越好，压力也
会慢慢减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见习记者 徐洁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信岱威 见习记者 李梦晴

药店员工坚守“疫”线

“被误解的滋味很不好受”

2月24日中午，德州下
起阴蒙蒙小雨，路面湿滑。
在澳德乐时代广场，与前几
日的空廖无人相比，明显热
闹了很多：停车场内车辆陆
续进出；市民举伞提物来来
回回；各个餐饮店线上营
业，开始无接触配送服务，
门前站着多位前来取餐的
外卖配送“小哥”，艾龙正是
他们其中的一员。

今年28岁的艾龙老家
在河北吴桥县，从初至德州

“路”与“道”分不清楚，到如
今可以不用导航将餐食快
速送到顾客手中，从事外卖
服务的两年时间里，一直负
责从东方红路往南的订单
派送，市中心的地段也让他
熟悉了德州的大街小巷，可
是，今年春节的城区，又让
变得陌生了很多。

“作为外卖公司的全勤
职工，我是年初五从老家回
到德州开始工作的，今年刚
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陌生
起来，市区没有了往日相互
寒暄，也没有了小孩嬉戏，熟
悉的街头安静的出奇。”回忆
起今年回到岗位之初那几
天，艾龙略显落寞，街上看不

到几个人，都带着口罩，裹得
严严实实，倒是药店门前排
起了长队；最重要的是，外卖
餐厅开门的所剩无几，点外
卖的人更是少的可怜。

那段时间，由于疫情防
控工作的开展，各个小区禁
止外来人员进入，顾客也是
做足了防护。让艾龙印象最
深的一个取餐人，用家里的
毛巾把脸都捂住，带着帽
子，取完就对我摆手，意思
是让我赶快走，全程一句话
也没说，仅是点头。“当时我
心里觉得挺不舒服的，但后
来想想也是可以理解。”

严格的疫情防控工作，
加之源源不断的新闻实况信
息，对于人们的担忧，艾龙也
是心有余悸。他介绍，虽然也
很担心，但是公司要求每天
在岗，所以他也是做足了各
种防护：由于工作需求，家中
的口罩算是充足，并随时打
着电话向询问家中情况，也
算是和家里报平安。

“当时也想到会进行防
控，但是没想到这么严，原
本想趁着春节的平台配送
补助多挣点钱，可是一切都
停止了。”艾龙说。

大年初五开始上班

熟悉的街头变得陌生

两瓶可乐、一份单人餐、两份米粉……2月24日，从9时至下午3时，这是德州美团外卖“小哥”艾龙上午最后一个订单的详情，1月29日(大年初五)开

始工作，刚开始一天仅接能到5个外卖订单，但随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渐渐回归正常，艾龙和他的同事们渐渐忙碌起来。

“还是希望订单可以暴增，这也预示着一切向好发展，大家渐渐安全复工上班，我们做好外卖配送服务。”艾龙满心期期待地说。

理发店开门了

“剪个头发也得预约”[ ] [ ]

目前，德州多数企业都
已复工复产，街头行人和车
辆也多了起来，上班族也
开始了日常工作与生活，
城市正在慢慢“苏醒”。部
分餐饮商户也开始正常营
业，但是很多餐厅还不支
持堂吃，只支持外卖配送。
在特殊时期，艾龙和他的外
卖同事们也成这座城市“忙
碌”的见证者。

艾龙告诉记者，在德州
防控最严格的的那段时间，
他几乎算是在家待业的状
态，有时候每天配送的单量
只有区区几单，主要配送的
是人们生活必须的蔬果、粮
油、生活用品等。“最少的一
天仅接到5个订单，而且配
送内容数量极少，这比我刚
入行的时候都要少。”艾龙
说，算上上下班和取车的距
离，在微信运动的统计上，
仅走了1000余步，这连我平
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过了正月十五之后，
订单渐渐的增多，我们外卖
员也从了‘门前等单’变成
了‘门前等餐’，虽说今天下
着雨，但是，仅上午的一个
高峰期，我这订单也有近40

个，完成第二个高峰后，一
天的总数也差不多达到了
平时的顶峰。”艾龙说，外卖
陆续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上，
一天也出现两个高峰期，
配送的地段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广。

作为商家和顾客的纽
带，为了安全，现阶段很多
商场还不允许外卖员进入
取餐。艾龙介绍，工作期间
公司会将每位外卖员的体
温数据详细记录在案，并对
保温箱和外卖配送车辆进
行严格消毒。同时，商户有
专门人员将餐食外带并交
付到外卖员手中，并对外卖
员进行测量体温、消毒等措
施。“订单多的时候，由于每
天消毒，手掌都有些泛白，
但是为了顾客的安全，也为
了自己的安全，可以理解。”
艾龙说。

“还是喜欢爆单的感
觉，手机提示不停，两只手拎
着七八单外卖，干得带劲儿，
随着各个单位有序复工，相
信“爆单”的日子也不远了。”
下午4时许，艾龙手机订单提
示再次响起，也预示着下一
个外卖高峰的到来。

从一天5个订单到40多个订单

从等单到等餐见证复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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