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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4楼送床垫，家具送装师爬楼两小时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李江波

“接订单，和客户约好送货时间；排单，规

划路线，自行装车，送货上门；细心安装，等客

户体验满意后在送货单上签字；清理作业垃

圾。”这是家具送装师们的标准作业流程。他

们奔波在千家万户间，架起商户与客户之间

的服务桥梁，把送和装两个环节打通，“配送+
安装”一次完成，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

靠诚实勤奋劳动，追寻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送装服务要贴心到位

见到38岁的张荣志是在一个假日，他和助

手正在给西安市开元壹号二期的客户组装软床。

手脚麻利、有一身使不完的劲的张荣志是

河南荥阳人，看到家具送装行业前景广阔，他于

2018年从老家来到西安，投资13万元购买了一

辆运输卡车，成为一家家具公司的家具送装师。

“干这个行当早出晚归，没有节假日，苦

点累点倒也不算啥，最关键的是要把活干得

让顾客心满意足，这样大家才能皆大欢喜。”

张荣志表示，送装家具不仅需要服务贴心到

位，还得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心。

一次，一位家住 24层楼的客户订购了一

张 2 米×2 米的软床垫，等把床垫运到客户楼

下的电梯门前，张荣志却犯了难。原来客户

住的是老旧小区，床垫尺寸大进不了电梯。

“只得爬楼梯!”张荣志和同伴抬起床垫

举步艰难，一层，两层……上一层歇一会，经

过两个小时的攀爬，硬生生把床垫完好无损

地抬到客户家。

去年的数九寒冬里，张荣志为西安市西

三环的一家客户组装实木床。由于床架子板

材出厂时尺寸有点偏差，导致床板盖在床架

子上有点不合缝。虽然并不影响床的使用，

本着“服务上门就是让客户满意”的负责任态

度，张荣志仍重新拆开由 15块板材组成的床

架子，拧下 100 多个螺丝，经过 6 个小时 4 次

拆装，床板盖在床架子严丝合缝，客户竖起大

拇指，满意地在送货单上签了字，而汗水早已

浸透了他的保暖内衣。

凭着贴心周到的服务，张荣志赢得了认

可，业务范围由西安市区辐射到周边的杨凌区、

礼泉县和乾县，他也年年获评公司优秀员工。

谈及未来，张荣志信心满满：“希望再奋

斗几年自己开店当老板，把销售送装一条龙

服务惠及更多家庭。”张荣志说。

有付出就有收获

1986 年，为养家糊口，陕西渭南的赵合

同高中毕业便来到西安打工，先后换过四次

工作，如今靠一辆电动三轮车送装家具。去

年冬天，他给一家客户送办公家具，数量多负

载重，电动三轮车行至大明宫立交桥时，“咔

嚓”一声，主轴断裂，车子瘫痪在人行道上。

赵合同赶紧请求增援，以保证按时送货上门。

“想干这行就得有耐性、讲信用。”有一

次，赵合同好不容易将一组小家具扛到 7楼，

但进门时不小心被门槛绊倒，家具摔坏。他

二话没说，自掏腰包 300 元给客户重买了一

件。这趟活计本来要挣 60元，结果自己却倒

贴了 240元。

在同行眼中，老实巴交的赵合同多才多

艺，还有跑龙套演员这个隐藏身份。

2005 年，赵合同经朋友推荐，在西安电

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夜鹰》中“露脸”，昙花

一现的表演给导演组留下深刻印象。从那时

起，赵合同白天送装家具，晚上回到出租屋，

端着饭碗看影视剧，学习揣摩剧中演员塑造

角色时怎样表演“声台形表”。

“当演员和送装家具一样，吃苦受委屈是

家常便饭。”冬季拍雨中戏，身穿单薄戏服，赵

合同咬牙坚持没有一句怨言；夏季，在阳光直

射高温炙烤的沙漠中拍戏，皮肤被晒得发炎，

他轻伤不下“火线”。从2018年起，他出镜的场

次一波接一波，在戏中“逗留”的时间一次比一

次长。电影《白鹿原》中的账房先生，电视连续

剧《岁岁年年柿柿红》的倔老头老张……赵合

同用心用情塑造出令观众过目不忘角色的同

时，也脚踏实地重塑出一个不平凡的自己。

“人不能一日无事，家具送装是我的主

业，当跑龙套演员是我的第二职业，有付出就

有收获，也有快乐。”赵合同说。

一干就是40年

一个炎热的中午，在西安居然之家北二

环店后院的阴凉处，刚干完一单软木沙发送

装活的张德全坐在电动三轮车上闭目小憩。

年近花甲的他脸庞泛着红光，一辆拖板车翻

躺在电动三轮的车斗里，挂在车把中间的铁

皮盒子里，装有水壶、毛巾、雨披、手电钻、扳

手和钳子等常备物品。

40年前，19岁的张德全走出陕南大山，只

身闯荡省城西安。他倾尽所有，买了一辆三轮

车，干起了家具送装。“谁曾想到，由人生地不熟

到站稳脚跟，一干就是40年啊。”张德全感慨。

“那时，一天能揽上一单送装家具到 7楼

的活就很高兴，因为干完这一单能挣到 140
元。”尽管背扛着家具一步一步爬楼梯，大冬

天里汗水不停顺着脸颊直往楼道上滴，但年

轻的他有使不完的劲。

不耍心眼的张德全踏实肯干有责任心，

乐于助人不计较得失，家具老板都愿意给他

多派活，甚至委托他代收余款。信任就意味

着责任，张德全从来没有出现过丁点差错。

今年春天，张德全从家具城为长安区太

阳新城小区的用户送茶几沙发。在单程近

30 公里的途中遭遇雨天，风大雨急，他停下

车从铁桶里取出雨披，把雨披盖在茶几沙发

上，再用绳子捆紧。到了客户家雨渐渐停了，

家具没有淋湿，而他自己则变成了“落汤

鸡”。客户赶忙给他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姜

汤：“快喝，快喝，暖暖身子。”“没想到干我们

这一行也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张德全一生也

忘不了这一幕。

如今，张德全的脚蹬三轮车换成了电动

三轮车，安装用的螺丝刀变成手电钻，送货上

楼更多的是搭乘电梯，他也告别了出租屋，住

进了自己的新楼房，日子过得殷实快乐美满。

“刚开始做家具送装是为了谋生，后来是

为了在西安扎根成家立业，如今还继续在这

个行业，是舍不得丢掉这份干了 40 年的行

当。”张德全笑呵呵地说。

哈尔滨新区建立
多维度工资监管模式

本报讯（记者张世光）记者获悉，今年

以来，黑龙江省哈尔滨新区在精准研判全

区信访工作形势的基础上，主动作为，创新

建立了多维度工资监管模式，由住建部门

牵头开发了“区级建筑工人工资支付监管

系统”APP。紧紧围绕工资能否按时发放、

工人能否真实领取报酬两大核心问题，从

实名制管理、工资总包单位代发制度和在

建项目管理机制、欠薪预警预判机制、失信

曝光共享机制等方面入手，建立起多维度

监管机制。

该系统由核定人员信息管理、考勤管

理、工资代发确认记录、预警信息管理、工

程付款管理、业务管理、异常信息管理、快

审快结、失信曝光、统计报表等 10 个模块构

成，从工人进场施工、薪资领取、薪资领取

后确认等环节全方位进行监管。为确保系

统具有可操作性，区住建局配套制定了使

用管理制度，细化工程项目各级单位相关

责任，明确工作要求。同时，进一步加大宣

传力度，让工人知晓自己享有的合法权利，

提高其法律意识，引导其依法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据统计，系统上线运行半年来，已对 83
个开工项目进行了实名制监管，对 102 个总

包单位和 4000 余名务工人员进行了考勤管

理，对 56 个项目进行了欠薪动态预警。目

前，全区住建领域因欠薪产生的信访问题数

量大幅下降。

阅 读 提 示

作为架起商家与客户之间的服务桥梁，家具送装师既需要具备成熟的家具安装技能，

还得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心，服务贴心到位，真诚讲信用，才能赢得客户和厂家的认可。

天津首例“要素+”速裁案件提速78%
本报讯（记者张玺）日前，天津市首例按照“要素+”速

裁模式处理的案件，在天津市人社局所属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审结。案件仅用时 10个自然日，较法定审限提速

78%，有效提升了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率。

据了解，该案件申请人因经济补偿事宜与被申请人某

公司发生争议。因此案事实相对简单、权利义务较为明确，

天津市仲裁院首次运用要素式速裁处理模式，由专人负责

庭前指导当事人填写要素信息，用人单位对照要素信息出

具答辩意见。

天津市仲裁院选派优秀青年仲裁员独任审理此案。庭

审中，仲裁员归纳出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事项予以确认，并针

对双方争议事项着重进行审理，最终结合双方意见、证据认

定以及适用法律法规情况快速作出裁决，支持了申请人的

仲裁请求。

据悉，天津市人社局指导市仲裁院在前期深入调研基

础上，于今年 8月底挂牌成立“劳动人事争议要素式速裁实

践工作室”，并正式启动“要素+”速裁处理模式。该处理模

式充分发挥调解仲裁高效便民制度优势，专门针对案情简

单、分歧较小以及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类、工伤待遇支付

类、新就业形态用工类争议案件处理程序冗长的痛点，简化

优化办案流程，快速、便捷、高效进行处理，真正实现简繁分

流，依法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等合法权益，为巩固深化主题

教育成果，扎实推进“十项行动”贡献调解仲裁力量。

本报记者 黄仕强

上午时分，在重庆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

彭斌清点完当天要发出的脆李后，连续打了几

个哈欠，在一旁帮忙的妻子心疼地对他说道：

“你赶快再去睡一会，都熬成什么样了。”

妻子的话还没说完，彭斌的电话又响了。

挂了电话后，彭斌一边朝着果园走去，一边对

妻子说：“现在果园做大了，就不是我们一家的

事了，还有几十号人指着我‘吃饭’呢。”

在巫山县脆李种植户心中，今年 32岁的

彭斌是一个“传奇人物”：学计算机出身的他却

回到村里种起脆李，短短几年的时间，他不仅

成了为“李”解惑的“土专家”，还无私地把技

术、销售渠道共享给其他种植户，带领大家一

起走上了致富路。

本想当码农却成了果农

“我学了两年的机械设计与制造，原本计

划毕业以后当码农，却没想到最终成为果农。”

彭斌告诉记者，2012年，由于母亲生病，他辍学

返乡，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和父亲照料四五十

株脆李树。

返乡当果农的第一年，脆李就迎来了大丰

收，卖出了好价格。初尝“甜头”的彭斌一家开

始利用荒地，大规模栽种脆李树，为了告别“靠

天吃饭”的粗放种植模式，彭斌到处学习修剪

技术。学成归来后，彭斌将脆李树的枝条全部

剪掉，只留下一根主杆。

因为修剪太狠，脆李树连续两年大幅减

产。父子俩为此大吵一架，村民们也在背地里

议论。“其实，脆李剪枝后，虽然产量降低了，但

脆李的个头、品质却大幅提高，亏本是因为营

销方式没做好。”彭斌坚信自己没有错。

2015 年，彭斌与别人合伙在重庆垫江县

盘了一个果园，开始放开手脚，探索种植、修剪

技术。2019年，带着新技术再度返乡的彭斌从

父亲手中接过了果园，并于 2020年注册成立

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农村综合服务社

有限公司。“既然当不了码农，就要在果农这条

路上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彭斌说。

为“李”解惑的“土专家”

“脆李剪枝就是要狠下心来，沿着主杆多

剪点，这样结出的脆李才又大又圆……”经过

多年的种植实践，彭斌总结了一套完整的果树

种植、剪枝、塑型等技术。

每年六七月脆李成熟时，正好是雨季，连

日阴雨就会导致脆李外皮开裂，影响销售。为

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彭斌自创脆李环割

法：“脆李裂口是因为雨季根系吸收了过多的

水分，环割相当于切断部分运输通道，使多余

的水分无法再抵达果实，从而缓解裂口。”

刚开始，这一系列的技术并不被其他种植

户接纳。“我们种了一辈子脆李，你这样瞎折

腾，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把我们带进沟

里。”有人直言不讳。

2021年，脆李成熟期却遇上暴雨，许多果

实还没来得及采摘就裂口烂掉，村民们很心

痛。而彭斌的果园因为进行了环割，裂口率大

大降低，对销售的影响不大，且一斤精品果的

收购价达到20元，普通果子则卖八九元一斤。

这下，曾经质疑过彭斌的村民，都把他当

成“土专家”，主动向他讨经验、学技术。而彭

斌也将长久以来总结出的经验、技术倾囊相

授。此外，他还将自己打通的销售渠道无偿共

享给村民。

在彭斌看来，只有把脆李的整体品质提上

去，才能助推脆李产业的发展，擦亮“巫山脆

李”的金字招牌。

拿起“新农具”绘出“好丰景”

在柑园村，彭斌除了是第一个“改造”脆李

树的人之外，还是第一个利用电商平台销售脆

李的人。

过去，村里的脆李主要依靠经销商上门收

购，为赚取利润，经销商往往使劲压价。“我作

为一名 90后的‘新农人’，就应该利用好包括

电商平台在内的‘新农具’，让大家摆脱‘谷贱

伤农’的困境。”

第一次利用电商销售脆李是在 2014 年。

“尽管第一次电商销售经历并不成功，却赚到

了‘吆喝’。”彭斌表示，后来，得益于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农村道路交通逐渐改善，从柑园

村寄送的快递最快 24 小时就能到达全国各

地，现在，他一年网销的脆李多达四五万斤。

在彭斌的带动下，其他种植户也做起了电

商。村民请彭斌帮忙销售，他会优先给客户推

荐其他果农的脆李。“由于省去中间商赚差价，

脆李的销售单价比过去提高了一大截，感谢小

彭为我们找到了销路。”当地果农提及电商销

售都赞不绝口。

如今，彭斌的果园一共有 2000 多株脆李

树，每年支付村民的劳务费就有 20余万元，在

他果园务工的村民，每年能增收 1万多元。谈

及未来规划，彭斌准备将智能化的遮雨棚应用

到脆李树上，彻底解决果子开裂的问题，同时，

探索发展林下养殖经济，进一步把果园做大做

强，带领更多村民致富增收。

返乡创业的彭斌通过农技指导、拓宽销路带领村民增收

90后“新农人”的创业带富经

“配送+安装”一次完成，需要具备足够体力和耐心……

清欠动态G

产业兴旺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0月25日，辛集市辛集镇安古城村一家手套生产企业的

工人在制作手套。
近年来，河北省辛集市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以乡村产

业为抓手，统筹利用中国农业银行等机构提供的惠农支持，着
力构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局。目前，辛集市
已发展特色产业示范村100余个，乡村产业向着标准化、品牌
化、规模化方向迈进。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吉林辉南县快速解决讨薪问题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感谢信访局和人社局，我

们的工资终于拿到了，这一趟真没白跑！”近日，在吉林省通

化市辉南县信访局、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的合力推动下，

农民工王某等9人终于顺利拿到了12.4万元工资。

王某等 9人为辉南县经济开发区内一钢构彩板企业

建设项目承建方雇佣的施工工人，项目 2023年 1月竣工，

先期工资已阶段性支付，但尾款一直拖欠没给。为此，王

某等人多次找承建方和项目方讨要，均被以各种理由推

脱，毫无结果。

眼见血汗钱要打水漂，9 人无奈之下来到了辉南县

信访联合接待中心。信访局接待人员问清来龙去脉后领

着大家到大厅内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窗口进行登记，并现

场组织联合接待。

随后，信访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立即启动接诉即办模

式，由信访局联系辉南经济开发区调度企业项目发包情况，

劳动监察大队联系承建单位核实工程开工和工资支付情

况。经过调查了解，原来项目方与承建方之间因工程质量与

工程款结算发生了纠纷，而承建方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混杂

在一起，导致工程尾款没结清，农民工工资也跟着受影响。

在多方努力下，项目方和承建方在信访局达成一致

协议，由项目方先行支付承建方人工费 12.4万元，用于保

障农民工工资。当日 15时，在信访局、人社局、经济开发

区的共同见证下，项目方、承建方与农民工王某等人分别

签订了付款协议，当场支付工资。至此，该信访问题得到

圆满解决。

据介绍，2023年初，辉南县成立综合服务中心，目前，

全县群众满意率、初次信访事项一次性化解率达95%以上。

检察监督助力追回工人工资
本报讯“压在我们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太感谢

了！检察机关启动民事检察监督程序，帮我们追回被拖欠的

工程款，这下工人们的工资有着落了……”日前，某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负责人对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说。

该检察院近日办理的一起拖欠工程款纠纷案获法院

再审改判，再审判决充分采纳了再审检察建议，依法改判

支持上述建筑工程公司拿回 189万元被拖欠工程款的请

求……原来，该建筑工程公司 2016 年 6 月承揽的安龙县

某村民族广场建设项目及停车场建设项目完成施工后，

只收到了 363万余元工程款中的 174万元，用于支付材料

等费用。建筑公司多次催促，数十名农民工的劳动报酬

因此不能按期支付。2019 年，建筑公司将该村诉至该县

法院，但结果却因所谓约定“不予受理”。

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原审卷宗、询问当事人、前往涉案

企业进行取证，终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检察

机关经审查认为，本案的建设项目位于安龙县，由此所产

生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由安龙县人民法院管辖，

案涉协议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因违反了不动产专属管辖而

无效，遂立即启动民事检察监督程序，于 2022 年 12 月向

安龙县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该法院于同月采纳了再

审检察建议，2023年 8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了原审民事

裁定书，同时判令安龙县某村支付建筑工程公司剩余工

程款 189 万余元，被拖欠多年的数十名农民工的工资问

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张静）

10月 25日，在重庆市北碚区云清路“劳动者港湾”，一名环卫工人从冰箱内取出午饭准
备加热。

近年来，重庆市北碚区城市管理局利用环卫工具房、临街门面等场地打造“劳动者港
湾”，配备更衣间、餐桌、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设备，为环卫、市政等户外劳动者提供方便、舒适
的工间休息场所。 新华社发（秦廷富 摄）

“劳动者港湾”
温暖户外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