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仕强 刘友婷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另外赠送您一份

网络安全知识手册，不要打开来历不明的网

页、邮箱链接或短信中的链接哦！”10月 26日

下午两点半，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后瑞新

村，美团骑手李添喜将午高峰的最后一份餐

食送到用户手中，一同递上的，还有一份网络

安全知识宣传手册。

随着外卖行业的发展成熟，我国有数百

万名外卖员像李添喜一样穿行在城市的大

街小巷。近年来，这些骑手开始主动利用流

动配送的职业优势，不仅适时发放宣传手

册，组建志愿服务团队，还设计出“反诈餐巾

纸”，为维护城市网络安全和开展反诈行动

贡献力量。

既送外卖也送知识

在深圳宝安，来自美团、饿了么、朴朴、盒

马鲜生、叮咚等不同平台的骑手们组成了一

支“网络安全骑手志愿服务队”，有着 13年义

工工龄的李添喜便是其中一员。

“骑手每天的派单量大，覆盖各社区街

区，是社区里的‘老熟人’，熟悉各小区、楼宇

的分布，在发放网络安全知识宣传手册方面，

具有天然的优势。”得知宝安区福永街道招聘

志愿者时，李添喜马上拉上几名同事一起报

名。为空出存放宣传册的地方，他把放置在

电动车尾箱的雨衣也收了起来。

记者了解到，为大力开展网络安全宣传，

推动网络安全宣传进基层，提升辖区广大居

民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与防范技能，2022 年

深圳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充分发挥广大骑手

“走千条路、进万家门”的职业优势，动员组建

了这支团队。

“最近几个月收到的外卖和以往不一

样，多了几张‘会说话’的餐巾纸。”就读于

重庆师范大学的秦思悦，在近期取外卖时

也收到了一份印有反诈段子和标语的餐巾

纸。他在感到新奇的同时将餐巾纸拍照发

了朋友圈，并配文“这几天外卖的餐巾纸有

点意思！”

“不会吧不会吧，难道刷单也信他？无视

他无视他，捂紧钱袋才最佳！”“隔壁高校的李

同学在网上贷款，按照对方要求缴了 2000元

保证金。然后……怎么可能还有然后？”原

来，这些餐巾纸，均出自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

范、95后外卖员黎杰袁之手。

在黎杰袁的带领下，饿了么重庆大学城

站点的 60 余名外卖员将这些餐巾纸与外卖

一道送进了千家万户和高校学子手中，让外

卖不仅能填饱肚子，也能守护“钱袋子”。今

年 4 月 27 日，黎杰袁还被西部科学城重庆高

新区公安分局聘为“反诈宣传员”。

主动发挥职业优势

大学生秦思悦表示，这种新颖的反诈宣

传在全校乃至整个大学城都引发了关注，大

家认为这样的举动太“帅气”了！一些同学还

饶有兴趣地进行收集，专门在点外卖时备注

“麻烦送几张不同内容的反诈餐巾纸”。记者

注意到，这些餐巾纸中间印有各种学生被上

当受骗的案例和一些诙谐有趣的段子，下方

则留有反诈报警电话。

实际上，这份备受学生追捧的反诈餐巾

纸背后，还有一段惊险的故事。

今年 3 月初，黎杰袁所在配送站点的一

名骑手接了个电话，言语间闪烁其词，显得很

慌张。“我在听他说到‘好，马上打钱’时，意识

到这个骑手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于是立即

在手机上打字，示意骑手挂断电话。”黎杰袁

说。

“同事挂了电话后上网一查，对方果然

就是骗子。”黎杰袁表示，外卖骑手每天配

送虽然很辛苦，但只要踏实肯干，收入还是

不错的。可他当上站点负责人后，经常遇

到找他借钱吃饭的骑手，一打听才知道，很

多骑手都遭遇过网贷骗局，还有的陷入了

网赌陷阱中。

同事的经历让黎杰袁想起了给民警送外

卖时，对方曾叮嘱“你们经常在外面跑，要多留

意这些诈骗手段，注意防范”，也让他开始思考

如何把反诈宣传和日常管理与职业特征结合

起来，偶然间瞥见的餐巾纸让他茅塞顿开。

“我们平时送餐，餐巾纸使用率很高，如

果可以把反诈宣传标语和案例印在餐巾纸

上，不就把反诈宣传‘端’上了餐桌！”想到

这，激动的黎杰袁立即在网上搜集反诈宣传

案例并进行整理，看到有意思的反诈宣传标

语及时记下来，去派出所送餐时也积极向民

警请教，还细心搜集餐巾纸比对设计。经过

一个多月的反复修改，“反诈餐巾纸”终于定

稿印刷。

为肩负的责任而自豪

在黎杰袁的积极行动下，他的想法得到

站点骑手的支持和当地派出所的肯定，平台

也出资印刷了 15 万份反诈餐巾纸。一张张

“反诈餐巾纸”不仅发到了外卖骑手手中，还

在站点所在的大学聚集区域“火出圈”。

“我们站点平均每天有近 70 名骑手，每

天要跑上千单，这些特殊的餐巾纸，每天就能

向几千人进行反诈宣传。”在黎杰袁看来，当

反诈餐巾纸与外卖一同摆上顾客的餐桌后，

就意味着外卖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能提醒顾

客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让餐巾纸成为新

的反诈宣传阵地。

“在设计出反诈餐巾纸前，我就曾思考过

如何利用外卖员每天接触面广、可点对点传

播信息等优势，为社会做一点贡献。”黎杰袁

告诉记者，尽管骑手这份工作面临很多琐碎

的日常，但他想用自己的点滴努力来刷新大

家对外卖骑手的刻板认知，也有信心在这个

行业深耕下去。

黎杰袁对工作的热忱以及对反诈事业

的上心，也被当地民警看在眼里。今年 4 月

27 日，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公安分局反诈

中心负责人张帆为黎杰袁这个“不务正业”

的外卖小哥颁发了“高新区全民反诈宣传优

秀志愿者”证书及“反诈宣传员”的聘书，并

将其所在的外卖站点定为该区的“全民反诈

宣传阵地”。

“能在送餐的同时肩负这种责任，感觉很

光荣、很自豪。”如今，在黎杰袁的影响、带动

下，该站点的所有外卖小哥均主动加入了反

诈宣传队伍中来，他们深入社区、商场、写字

楼等各个角落，将有关宣传资料与外卖一起

送到顾客手中。

同样在深圳的大街小巷，一个个张贴了

网络安全宣传海报的外卖箱，跟随着骑手的

送单路线，将网络安全知识送进了千家万户。

“用户是年轻人，我会提醒他好好看阅宣传手册，

若用户是老年人，我会多停留一会，给他解释宣

传册子的内容。”骑手李添喜告诉记者，能在

工作之余让更多市民了解网络诈骗套路，在

遇到骗子时多一丝警惕，他感到很自豪。

在李添喜看来，网络安全就是不能贪小

便宜，切记“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团

小哥韦小宝则希望大家认真阅读派发到手上

的宣传折页，“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不要点开，

特别老人们要注意，更不要贪图小便宜，避免

吃大亏！”

发放宣传手册、组建志愿服务队、设计“反诈餐巾纸”……

外卖员当起了网络安全“帅气骑兵”

融入·圆梦 2022年 11月 4日 星期五 7责任编辑：刘小燕

E－mail:grrbxsm@163.com

本报记者 刘旭

10月 12日，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

党校的课堂上，来自大连市朋朋修脚服务有

限公司的培训师杨平迎来了她的入党积极

分子培训班第一课。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

辽宁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从一个农村打工妹到省劳动模范，如今

又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接受重点培养，“修脚

妹”杨平用超乎常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闪光

的人生之路。

1986 年 9 月，杨平出生在吉林省松原市

一个农村家庭。因为家里穷，她 16岁时就外

出打工，做过饭店服务员、药房营业员，工作

辛苦而不稳定，收入也比较微薄。2004 年，

亲戚高广东在大连创办修脚公司，联系到正

在当地务工的杨平前去支持创业。“当时想

着，这个工作技术性更强一些，只要肯干肯

学，就能过上好日子。”杨平说。

灰指甲、脚垫、甲沟炎、鸡眼、皲裂、脚

癣、脚气感染……19 岁入行的杨平才知道原

来脚病还有这么多种类。为了提高技术水

平，她借助萝卜、筷子、羊角等物品练习刀

功，各种修脚器具在手中灵活舞动，角度手

法变换不停。由于专注着眼前的“道具”，等

她抬起头时，常常已是半夜。手法熟练后，

她还给朋友、邻居提供免费修脚，只希望能

多一些实际经验。

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让杨平的修脚水

平提高很快，并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2016
年，她被中国商业联合会沐浴专业委员会评

为“中国修脚大师”，还在 2017 年 6 月被公司

送往德国学习先进的足护理技术。

已经有近十年修脚经验的杨平，随后被

公司调离门店一线，负责新员工的培训工

作。“当时手里没有培训教材，而脚病不仅要

讲清楚怎么治，还要讲清楚病理。”据杨平回

忆，为做好培训准备工作，她和几位业务骨

干翻看医学书籍，并结合实践经验，用半年

时间编写出《朋朋修脚内部培训资料》。公

司负责人高广东说：“这个教材既有理论又

有实践，非常实用，在培训新员工时一直沿

用至今。”

在实际培训过程中，拥有专业知识的杨

平更显细心和耐心。她说：“学修脚的几乎

都是农村青年，文化水平不高，理解能力有

限，有的认为修脚技术复杂，学几天就想打

退堂鼓。”来自内蒙古农村的张文雄和韩文

英夫妻俩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由于口音重，夫妻俩学习时沟通起来很

困难。一个技术要领，杨平要花比平常多几

倍的时间和精力来讲解和示范，两口子对此

感到难为情，甚至几度想要放弃。“掌握一项

技术，对于一个生活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非

常重要。”于是，从培训到门店实习，杨平对

他们反而格外关照，并时常用自己的成长经

历鼓励他们。

4 个多月时间后，张文雄夫妇终于出徒，

带着技术回到了内蒙古老家，在包头市开起

了修脚加盟店。现在，夫妻俩的门店已经发

展到 3家，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截至今年 8
月，杨平培训出的修脚师已经有 520余名。

2019 年，杨平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范。

2021 年 8 月，大连市总工会在朋朋公司建立

“杨平劳模创新工作室”，杨平带领创新工作

室成员开展了“糖尿病足”修脚研究。

糖尿病患者修脚时一旦碰破易感染，因

此，大多数修脚师对“糖尿病足”都有些望而

生畏。杨平则主动找专业医生学习有关糖

尿病知识，采用从德国、韩国进口的打磨器

进行无创修脚试验，并获得成功。

随后，杨平向各门店店长和修脚师进行

打磨器无创修脚的技术培训，致力于用技术

为“糖尿病足”患者减轻病痛。今年，她又带

领团队研制出“功能鞋垫”，为患“拇外翻”

“筋膜炎”“扁平足”等脚疾的人减轻痛苦。

在朋朋公司组织的诸多义务修脚活动

中，杨平是热情的参加者和组织者。杨平告

诉记者，她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需要组

织活动时就将通知发到群里。至今，杨平策

划组织义务活动 500 余场次，个人先后为

1300 多人次修脚。由于技术好，有她在的义

务活动常常成为同行交流学习的聚会。

在今年 8 月召开的辽宁省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上，先后获评

大连市劳动模范、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的杨

平，又获得了省劳动模范的新荣誉。当初勇

识人才的“伯乐”高广东称赞，杨平是“朋朋

公司 1000多名修脚师的榜样”。她自己则认

为，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能获此殊荣，是

对其工作的肯定，更看做人生的“加油站”。

随着外卖行业的发展成熟，我国有数百万名外卖员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近年

来，外卖员们开始主动利用流动配送的职业优势，不仅适时发放宣传手册，组建志愿服务

团队，还设计出“反诈餐巾纸”，成为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开展反诈行动的“帅气骑兵”。

阅 读 提 示

云南全力扩大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提高城乡发展平衡性、协调性

本报讯（记者黄榆）近日，云南省出台了《农村居民持

续增收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以下简称《方

案》），以加快提升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发展

的平衡性、协调性，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据了解，2021年，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197
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的 18931元相差 4734元。在经营净收

入、财产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4项构成中，工资性

收入差距最大，与全国平均水平的 7958元相差3261元。

为此，《方案》提出要增加农民工数量，提高外出务工

比例。到 2024年，云南省农民工数量占全省农村劳动力

比例提升 10 个百分点以上、达 1100 万人以上；省外就业

农民工比例提升 15 个百分点以上、达 40％以上，农民工

月均工资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要通过加强精准培训、提升农民劳动技能水平、

支持就地就近就业等方式，全力扩大农村居民工资性收

入。三年行动期间，云南每年将培训农民工 80万人以上，

到 2024年，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 1000元以上。

此外，云南省还将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挖掘特色产

业潜力，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以巩固拓展经营净收入；通过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盘活农村“沉睡”资源，增加财产净

收入；加大财政直接补贴、保险信贷补贴，完善农村社会保

障体系，提高转移净收入水平；密切农业市场主体和农民收

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充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青海构建三级产业帮扶体系
扶持近 47万劳动力产业到户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自从建了光伏扶贫电站，大家

不仅用电不愁，而且有活干有钱赚，每天上下班有通勤车

接送，和电厂职工一样……”深秋时节，青海省海南藏族自

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蒙古村光伏扶贫电站巡查职守员卡

布开始一天的巡逻，靠着这份光伏扶贫设立的公益性岗位

的工资，他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共和县倒淌河镇蒙古村共有贫困户 353户，建档立卡

的精准扶贫户 101户，依靠光伏扶贫的收益，村里设立了

公益性岗位，像卡布这样从事光伏电站巡查工作的贫困

户，每年可增加岗位工资收入 1.8万元。

与此同时，青海光伏扶贫额成为全国质量最优、管理

最好、效益最佳、成本最低的“青海典范”。截至 2021 年

底，青海建成 4类光伏扶贫项目，装机规模 73.16 万千瓦，

占全省光伏容量的 8%，年发电产值预期 8.8亿元，扶贫收

益 5.7亿元，带动 7.7万户 28.3万贫困人口长期增收。

在青海，像卡布一样，直接受益于产业扶贫的贫困户

还有很多。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局长谢宝恩介绍说，10年

来，青海累计落实财政专项扶贫和有效衔接资金 416.55亿

元，在全省 39个县建设帮扶产业园，挂牌认定乡村帮扶车

间 282家，扶持 46.94万有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发

展到户产业，构建形成到县到村到户三级产业帮扶体系。

同时，青海依托雨露计划、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训、巾帼

脱贫行动等工程，累计培训贫困群众 14.3万人次，就业稳

定率达到 60%以上，并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理念，8.7万贫困

群众通过生态畜牧业合作社、造林(扶贫)专业合作社、生态

公益性岗位等途径获利增收。

日前，中铁南方工会开展“小铁人”试
乘广东省深圳市智能地铁线活动，组织80
余名公司职工子女，试乘地铁 14号线、参
观三大枢纽，切身体验中国中铁匠心智造
现代化城市轨道交通的成就。

活动中，“小铁人”在爸爸妈妈的陪同
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乘坐了深圳地铁14
号线全自动无人驾驶列车，相继参观了“深
圳之眼”岗厦北枢纽、“鹏城之光”黄木岗枢
纽、“湾区之舞”大运枢纽，大家纷纷夸赞称
奇、合影留念。

此次试乘活动的顺利开展，搭建起企
业与职工家属的沟通桥梁，拉近“大家”与

“小家”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提升了全体员
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陈键华 摄

“小铁人”

试乘智能地铁线

小小赤松茸 增收新门路
11月 2日，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庆和镇火犁村，工

人正在分拣包装赤松茸。
近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庆和镇人工培育的60余亩

赤松茸迎来收获期。据了解，今年9月，庆和镇采用“公司＋
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模式，在44座高标准日光暖棚内培育
赤松茸，预计可为16个股份制村集体带来利润分红80万元，
还可为当地提供劳动岗位900余个，带动当地村民在农闲时
节增收。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农民工变身全能型“创新达人”
17年完成个人创新成果 17项

本报讯（通讯员米俊茹 记者刘建林）“我只是尽了一

名技能工人的微薄之力，党和国家却给予我至高的荣誉

和政治地位。感谢国家！感谢时代！感谢党！”来自山西

省的二十大代表巩志义激动地说。

因家境贫困，巩志义14岁时就从家乡山西左权县麻田

镇外出打工，在工厂自学车工、磨工等岗位技能。2005年，

他应聘到斯普瑞工作，新环境的技术氛围让他充满干劲。

17年来，巩志义完成个人创新成果17项，创效超160万

元。2014 年，山西省总工会为“巩志义劳模创新工作室”

挂牌。8年来，该工作室开发新产品十多项，通过创新产

品取得收入达 3000余万元，获得授权专利 12项以及数十

项省市级竞赛成绩。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巩志义和企业共患

难，把技术倾囊教给 40 余名工友，使他们成为技术多面

手，为企业储备了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随着企业转型，巩志义被委以重任，担任新成立的阀

体事业部副经理。他带领 5名职工从零开始干起，积累了

丰富的管理经验。2020年疫情发生后，企业销售额下降，

巩志义又主动请缨负责部分销售市场。当年仅他一人就

完成销售额 500 万元，次年销售额实现翻倍，达 1000 万

元，占全公司当年销售额的十分之一。

从农民工到技术大拿、创新带头人，再到管理人才、销

售精英，凭着“先会干、再干精、最终干出成绩”的工匠精

神，巩志义在不同岗位得到锻炼，变身全能型的创新达人。

培训 520余名修脚师，钻研技术难题，义务服务 1300多人次……

打工妹“从脚做起”获评省劳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