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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采撷

小学未毕业，20 多岁
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
摸爬滚打3年，外卖小哥陈
思挣了 102万元，逆袭成为
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视频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近日，
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

“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

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
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双
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
冻疮。“冻的，还有摔的。”他
的口吻很轻描淡写。

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
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
行贷款 80 万元。据他所
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
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
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
看。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
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
13000 元。2020 年，他加
入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
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一
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后

来，陈思索性专职送外卖。
“ 这 三 年 多 ，我 赚 了

102 万元。”陈思拿出手机
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
2023 年 8 月，他在某外卖
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
年 9 月收入 25470 元，10
月收入 19497 元，11 月收
入 25786 元 。 2024 年 1
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
的收入为9897元。

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
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
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
度“单王”，3 年赚了 102 万
元也得到确认。

“还清贷款，老家买了两套房”

对于月入4万元，陈思
觉得，送外卖赚钱主要靠勤
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
悉。“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
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
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
单，同时我还会规划路线”。

这样的工作强度，陈思

已经麻木了，他表示自己没
什么爱好，硬要算的话，挣
钱算一个吧。如今，陈思已
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
万元，因为在老家买了两套
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

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
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
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
度，量力而行。陈思打算把
剩下的 10 万元欠款还清
后，再次创业做餐饮。“我想
在两三年内结婚，我想要靠
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

专家：极端案例不可复制

“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
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
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

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
台有一定研究。仅从数据
的角度，送外卖 3 年挣 100
多万元是可行的，已得到平
台的佐证。陈思超常规的
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
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
同构成了他的收入。张志
安强调，极端案例或超常规
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

张志安说，外卖行业中
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
个隐患。第一，从中长期
说，会出现身体健康隐患。
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
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
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

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
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新问
题要建立相应的研究机
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
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
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
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
值和正向价值。（摘编自《扬
子晚报》、澎湃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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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外星人”遗体
是人工合成 秘鲁法医
鉴定显示，去年10月出
现的两具所谓“外星人”
遗体其实是人工合成的
人偶，由纸、胶、金属和动
物以及人类骨头制成。秘
鲁海关去年10月从首都
利马一座机场发出的包
裹中收缴了一个纸箱，
里面装着这两具所谓外
星人的遗体。秘鲁检察
官办公室至今只能确认
收件人是个墨西哥人。

去年 9 月，墨西哥
记者毛桑向墨西哥议员
展示了疑似外星人遗体
的两具“干尸”，试图证
明外星生命存在。不
过，法医专家没有说明
近期发现的包裹与毛桑
展示的物品是否有关。
（摘编自《都市快报》）

“我姓川”“我姓驻”……喊到
麦克风都冒烟了。在全国各地文
旅部门“花式整活”的氛围下，他
甘当其“背后的男人”，用喊麦的
方式为各地旅游摇旗呐喊。

这个声音的主人名叫曹锦
鹏，1998年出生，河南驻马店人，
从事网络自媒体喊麦已经8年多
了。“一开始是山东文旅找我喊麦
的，最近感觉全国各大城市都喊
了一遍，具体数量没有统计过。”
曹锦鹏表示，这段时间每天工作
12个小时，每天要喊近百条。

“录制音频200元一条，有的
我没收费，一条音频录制 3 到 5

分钟。”他谈道，喊麦视频中的文
案大部分是文旅局自己写好发过
来的，他会做一些韵脚加工，也有
部分是写好了他进行修改。

此前，曹锦鹏的喊麦作品《我
姓石》就曾在全网刷屏。2024年
初，这段BGM又一次走红。原因
是，各地文旅的官方账号纷纷使
用了“我姓石”的伴奏剪辑视频，
并诞生出了“我姓河（河南）”“我
姓山（山东）”“我姓川（四川）”等
多种音乐版本。有网友留言：“我
以为是AI合成的，原来是挨个喊
出来了。”（摘编自《海峡都市报》

《潇湘晨报》）

为各地文旅“喊麦”，麦克风都冒烟了

一些创业培训机构利用劳动
者急于掌握一技之长的迫切心
理，以“免学费”“高收益”“培训周
期短”为诱饵，诱导他们参加培
训、骗取费用。

2023 年 7 月，觉得烧烤摊赚
钱，李越便在网上联系到一家餐
饮培训机构。“免费培训上百种风
味烧烤，帮助出摊指导，从摊位、
经营等方面提供技术及经验指
导。月入 10 万元，7 天学会。”李
越动了心。经过一周多培训，李
越发现，除了购买 1.6 万元的物
料和教材，开烧烤摊所需秘制调
料、特殊厨具等，都需从该机构处

购买，且比上课时所谓的“学员
价”贵了一倍。两个月后，李越正
式出摊，一天营业额不到 500
元。发现被套路后，李越只能硬
着头皮继续干下去，“机构称用料
特制，我担心会影响口味和客流，
所以不得不继续高价购买”。

李越的遭遇不是个例。辽宁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
磊表示，问题根源在于不良机构
利用网络信息平台的监管漏洞，
抓住劳动者急于掌握一技之长的
迫切心理，通过虚假宣传和培训
进行牟利。（摘编自《工人日报》

《华商报》）

高回报创业培训套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