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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胡杰棠意外的是，这次

创业算是挺成功。摆摊以来，

店里每天平均流水在 400~
500元，高峰时能达800元，

扣除成本，每个月的收入还挺

满意。“我以前认为深夜喝咖

啡是一件很奇葩的事，但摆摊

后我发现，年轻人在夜晚有着

很强的咖啡社交需求。”胡杰

棠坦言，这种现象给了他很大

信心。

“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咖

啡车来打卡。”胡杰棠指着自己

的咖啡车说，“它不仅是咖啡

车，更是引流广告牌。”胡杰棠

现在下午到餐厅驻场，夜晚便

到“灯光夜市”摆摊。“忙得开

心，累得踏实。”胡杰棠说。

高温下，“夜经济”给了像

胡杰棠这样的创业者更多机

会，九江镇政府也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规范夜间集市

的秩序，提振市民消费信心。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朱明菲

““忙得开心忙得开心，，累得踏实累得踏实””
“90后”九江青年在夜市摆摊卖咖啡

近日，南海气温居高不下，白天减少了外出的消费者把目光投向时下潮流的“灯光夜

市”，催生了“夜经济”的热度，九江青年胡杰棠的车尾箱咖啡店也热闹了起来。

7月26日晚，在九江镇儒

林湾西江之畔，“灯光夜市”熙

熙攘攘。

摊位虽多，但大家一眼就

能看到胡杰棠的车尾箱咖啡

店。那是一辆哆啦A梦主题

车，车厢整齐地摆放着咖啡机

和各类盛装容器，米白色的幕

布上印着“咖啡”二字，摊前排

队的人络绎不绝。车前台子上

放着一张价目表，上面列有十

几种饮品，包括美式、拿铁、摩

卡等多种咖啡，单价在16~25

元之间。

“老板，来一杯冻摩卡，谢

谢！”有客人下单，胡杰棠就从

小木箱里掏出咖啡豆，熟练地

手动磨豆，根据客人的口味，精

心制作出一杯手冲咖啡。15
分钟不到，胡杰棠的耳鬓已经

渗出细汗。

“这天气太热了，但为了生

计，我也得往前冲。”30岁的胡

杰棠原是一名美工，同时也是

一名业余龙舟运动员，交友圈

子广阔。“我自己本身热爱咖啡

文化，刚好‘夜经济’是时下热

点，九江又给我们提供优质的

场所，我就想到开一个车尾箱

咖啡店。”胡杰棠说，相比固定

的店铺，这种流动的方式让他

更舒服自在。

说干就干，胡杰棠在二手

市场淘了一辆车，并精心包装

了一下，又挑选了咖啡机，前后

花了约5万元。经过多次设备

调试，哆啦a梦主题的咖啡车

就这样从构思变成了现实，正

式“出道”了。

西江畔开车尾箱咖啡店

“灯光夜市”提供商机

热度与速度的双重“烤”

验，累坏了不少外卖小哥。但

他们为这座城市的付出，市民

不会忘记。前几天，陈帝有到

鸿大广场的奶茶店取餐，核单

时发现多了一杯奶茶，他回到

店里询问老板，老板告诉他，

“天气太热了，你也不容易，这

杯奶茶是专门给你的。”这句话

给陈帝有带去了一丝清凉，让

他心里十分舒畅。

城市也不会忘记。为了给

外卖骑手更好的保障，桂城街

道党委与外卖平台、工会和企

业联手，增设了多个外卖驿站，

还为他们提供冰袖、面罩、防晒

衣等消暑礼包，驿站内每天都

有冰镇饮料、西瓜等消暑物

资。7月5日，桂城还启用了

首批城市加油站，在站内配有

饮水机、空调、充电插口、应急

医药箱等，为外卖骑手增添一

处清凉歇脚地。

“政府很贴心，很多措施都

为我们着想，我家里人目前虽

然还在湛江，但他们很支持我

在这里工作，觉得这座城市给

了我很多爱。”陈帝有说。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施玥卓

实习生劳志恒通讯员梁建美

“这座城市给了我很多爱”
外卖骑手烈日下奔波，为城市注入更多活力

民以食为天，但高温下很多市民望“热”却步，各种外卖APP成为大家解决口腹之欲的

“利器”，有经验的外卖骑手也成了香饽饽，外卖骑手陈帝有便是其中一员。

27日上午10时，陈帝有

来到南一路的骑手驿站参加早

会，站长带领大家做好消毒工

作，叮嘱注意防暑。“叮咚！来

单了。”早会结束，陈帝有刚拿

出手机打开接单系统，便接到

他这天的第一单。

“又是忙碌的一天咯。”陈

帝有伸伸懒腰，为自己打气。

去年6月，26岁的陈帝有

从湛江来到桂城，加入外卖行

业。“外卖工作虽然累，但让我

感受到了生活的‘烟火气’和城

市的温暖。”自此，陈帝有每天

穿梭在大街小巷，从外来“打工

仔”变成如今的桂城“百路通”，

平均一天要跑五六十公里。

中午12时，陈帝有不仅要

应对“爆单”情况，还要面临高

温“烤”验。“除了午饭时间，下

午2~3时也会出现高峰，以前

每天有三四十单，现在天气热

了，一天多了至少十单。”陈帝

有说，每次“爆单”时自己都会

量力而行，如果时间太赶或身

体不适，他就将订单让给同事，

大家合力解决。

“打工仔”成“百路通”

为外卖骑手撑起高温“保护伞”

近日，南海高温不退，炙热难耐。骄阳下，南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迎着热浪奔走。他们或是穿着满是汗渍的工作服，

骑着电动车运送外卖；或是冒着酷暑，开着货车行走数千里；或是起早贪黑，在各个重点项目的工地挥洒汗水；或是入夜

出摊，用自己的手艺点亮市民的“夜生活”。

在暑气蒸腾中，他们拼“盐”值，迎“烤”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幸福生活，折射着南海经济发展的点滴活力。珠江时

报从今日起开辟“战高温——挥洒汗水在一线”专栏，聚焦这些高温下的劳动者，记录他们的奋斗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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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唐乃杰在工作群里“刷

屏”抢修工单时，桂城供电所配

电运维班班员江富海、易良波

也正赶往抢修点。

跟随江富海、易良波走进丽

雅苑小区的电房，记者感受到一

阵迎面而来的热气，迈出的脚步

变得迟疑，“这里不算热的，有些

更热的电房，一进去就像进了烤

箱，待久点都觉得自己有烤肉的

香味。”易良波笑着说。

“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小区

用电负荷激增，变压器跳闸，引

发停电。”易良波一边与江富海

交流断电原因，一边将电闸开

关打开。耗时5分钟，易良波

完成了这次抢修，短暂的5分

钟，他的皮肤肉眼可见地变红。

类似这样的抢修工单，被

易良波定义为简单，只要恢复

供电后变压器不再跳闸，就算

完成。但高温天的送电之夜往

往不会让供电人如此轻松。

一上车，易良波赶紧将衣

服扯开，享受短暂的清凉时

刻。当抢修车从丽雅苑地下停

车场驶出，他又在工作群里接

下3个抢修单。

“基本上从所里出来，就没

空回去。”说话间，江富海将抢

修车拐进了一条小路，“这里去

澳边村更快。”作为一名老师傅，

江富海对自己负责的片区小路

了如指掌，无论白天黑夜，他总

能找到最快到抢修点的道路。

一下车，江富海和易良波

就被居民团团围住，“电线一直

在冒烟，都不敢待在屋子里了，

好热，快帮我们看看。”经验老

到的江富海了解情况后，马上

走到距离冒烟电线最近的楼梯

窗口探头查看电线情况。为尽

快让市民回家休息，江富海迅

速联系施工组，协调物资与人

员到场更换电线。经过近2个
小时的抢修，问题电线全部更

换完毕。

27日凌晨3时，群里的抢

修单仍在不断滚动更新。在这

个闷热的夜晚，江富海、易良波

驾驶抢修车，继续前往下一个

抢修点。

凌晨凌晨33时时
供电人奔走在抢修路上供电人奔走在抢修路上

7月26日晚10时，南方电网广东佛山南海供电局桂城供电所值班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配电运维四班高级作业员唐乃杰右手拿笔，左手握着手机，低头快速记录报修信息，这个姿

势他已经维持了近20分钟。
短短20分钟内，他接听了13个电话，每当他想放下手机，又会有一个报修电话打入。“手机

都被我握烫了，成了名副其实的‘热’线电话。”唐乃杰打趣道。
每个报修电话背后，都是一个正在忍受高温煎熬的家庭、片区。唐乃杰快速将抢修信息分

发给相关片区负责人员，一抹抹“供电蓝”，披星戴月奔赴各个抢修点。
送电之夜，正式开启。

文/珠江时报记者郑慧苗通讯员张宇晖王劲涛

图/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

“一栋楼都没电”“我们这

里电线冒烟了，好危险”“又停

水又停电，好难顶”……

7月26日晚7时，记者一

走进南海供电局桂城供电所的

值班室，便听到报修电话响起。

约20平方米的房间里，4
位值班人员坐在一角的工作

区，面前铺开了几张白纸。

“这些白纸很快都会被报

修信息填满。”唐乃杰面前A4
大小的白纸已记录近半页，底

下还垫着满满一桌前一晚写过

的纸张。

“这几晚接听电话的形势，

我只想用‘严峻’来评价。”一位

值班人员戏言。晚上9时30
分，值班室里的电话又开始不

间断响起。

7月25日0时至7月27
日凌晨3时，南海供电局桂城

供电所共接报障电话 500多

个。一天超百个人工电话的接

通，让唐乃杰的嗓子变得沙哑。

“晚上10点以后，是我们

接电话的高峰期。”在回复市民

的间隙，唐乃杰举着手机转头

向记者解释，为应对这两天用

电高峰，公司增加了抢修值班

人手。

话音刚落，手机铃声再次

响起，唐乃杰赶忙接通，“你好

……”一个极不耐烦且震耳欲

聋的声音迎面扑来，“我这里是

某小区，你们供电是怎么搞的，

大热天我们整个小区都没电，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唐乃杰被

手机里的音量震得偏了偏头，

但依然心平气和地向用户询问

停电情况并做好登记。

除了忙着安抚停电客户的

情绪，值班人员还需要将抢修信

息分发给相关片区负责人员、联

系奔赴现场的同事询问情况。

登记好信息，唐乃杰马上

把抢修工单转发到工作群，直

至记者跟随一队抢修人员离开

值班室，也未见他将手机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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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室里，有台放不下的手机

抢修车上，群里抢修单仍在更新

■桂城供电所急修人员到丽雅苑北区电房抢修。

▲陈帝有在送单间隙喝水降温。

▼胡杰棠根据客人口味制作

咖啡，手臂上已挂起了汗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