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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甜也有趣的今日女报出租车“老司机”
要说熟悉一个城

市 的 人， 出 租 车 司
机算是其中之一。跟
随滚动的车轮，他们
得以维持生计；透过
小小的车窗，他们见
证城市发展和时事变
迁。

干一行，爱一行，
行行都有排头兵。这
不，由长沙市文明办、
长沙市交通局主办的
2020 年长沙市公交、
出租车行业“争当行
业排头兵 做文明服
务驾驶员”竞赛活动
就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中。

湖南今日女报出
租车公司的两名老司
机——易望卫和刘书
平，就在此次竞赛的
网络投票环节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在接受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的采访时，两位老司
机都很有信心——一
个 10 年“零违章”，
一个连续 11 年在公
司的优质服务和行车
安全评比中获奖。

不光是这些，在
出租车行业打拼的日
日夜夜，他们的温暖
言语、点滴善举，不
仅是在为这次竞赛锦
上添花，也是在诉说
着一个个平凡人的闪
光故事。

你知道长沙老汽车南站在

哪吗？你知道哪里的茶颜悦色

不需要排长队吗？你知道哪家

的小龙虾最地道吗？……

这些问题，对于开着出租

车在长沙大街小巷穿梭已经 10

年的 55 岁老司机刘书平来说，

完全是了如指掌：“原来的汽车

南站位于天心阁旁；远离商圈

和大学校园的茶颜悦色不需要

排长队，寒冷天气也对排队有

影响；外地游客最喜欢到文和

友吃小龙虾，但开在社区里的

龙虾馆最对长沙老口子的味。”

2009 年，刘书平和妻子王

伟看到开出租车的朋友一个月

可以赚上万元，两人一合计，

决定夫妻搭档，在不惑之年“进

军”出租车行业。

“以前客人们都是往车站或

者机场去，现在去哪里的都有。”

更多的时候，刘书平遇见的是

端着一杯茶颜悦色奶茶或者一

上车就问哪里有茶颜悦色奶茶

的外地游客。这个时候，刘书

平就会向他们介绍更多的地道

长沙美食。

“这个‘今日女报’是一份

报纸吗？”有时，外地游客会

对刘书平车顶灯牌上的“今日

女报”几个字感兴趣，他就会

趁机将《今日女报》介绍给对方，

“多样化经营，

报社也可以有

出 租 车 队 伍，

你们可以关注

今日女报的微

信公众号”。

5 年 前，

因 为 身 体 原

因，妻子王伟

主动承担了夜

班的职责，刘

书平负责白天

的运营。闲下

来时，夫妻俩

会分享跑车过程中遇到的趣事。

一次，一位乘客将手机落在车

上，被王伟发现，几经辗转后

终于归还手机，两人也因此成

了朋友，至今还保持着联系。

刘 叔 平 也 有 好 玩 的 经 历。

一次，他搭了一名看上去读四

五年级的小学生。一上车，小

乘客就十分坦诚地表示，自己

只有 10 元钱，但是打完车，他

还要去买东西吃，“他问我能不

能免费让他搭车”。

刘书平本想一口答应，但

他又不想让小朋友养成“蹭车”

的习惯，于是便商量道：“要不

这样，你给我一半的钱，剩下

的你去买东西吃？”小乘客思

考了一番，终于在下车之前答

应了刘书平。

在路上，刘书平还会遇到

不少身体残疾的乘客，每每他

都会免去费用，“和他们比起来，

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但更多时候，刘书平期待

遇上一个同样身为长沙老口子

且健谈的乘客——他自己是长

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人，如果能

扯着长沙话策一路，这一趟旅

程于他而言便非常愉悦。

出租车撑起了一家人的生

计，相较于心情，他们更关注

行情的好坏。“以前是人找车，

现在是车找人。”社会发展、科

技进步，公共交通的完善，网

约车、共享交通工具的出现，

都让刘书平尝到了竞争的滋味。

为了提高竞争力，刘书平

和王伟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同

时，还动了不少脑筋。他们在

车里放空气清新剂，按时打扫

卫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他们又常备口罩和酒精，卖力

地为客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家

待 了 一 个 星 期 的 刘 书 平 坐 不

住，开着出租车在路上晃悠，

“路上车少，人也少，冷冷清

清的，那两个月，是收入最低

的时候”。

今 年 11 月， 刘 书 平 被 公

司推荐参加“争当行业排头兵  

做文明服务驾驶员”竞赛。连

续 11 年在公司的优质服务和

行车安全评比中都获奖的刘书

平很有信心，特别到了竞赛的

网络投票环节，他不仅招呼上

亲朋好友，还兴高采烈地向乘

客拉票。

就在前几天，刘书平从高

铁南站搭载了 3 名广东来的游

客，下车时，他提出，如果对

这次服务满意，希望客人能给

自己投票。没想到，乘客欣然

同意，不仅如此，投完票后，

刘书平表示可以互删微信、以

免造成打扰时，对方却表示，

“先别删，第二天还要继续给

你投票！”

11 月 24 日下午 4 时 30 分，

48 岁的易望 卫 起床了。他有 1

个小时的时间收拾、吃饭，然后

就要从搭班伙伴那接过方向盘，

开始一天的工作——作为湖南

今日女报出租车公司的一名夜班

司机，他要持续忙碌到第二天

早上 5 时 30 分，整整 12 个小时。

每一位老司机都有青涩过

往，刚到长沙时，老家在湘潭

湘乡市的易望卫也分不清东西南

北。2001 年结 婚后，为了照顾

家庭，他辞去了在广州开货车的

工作来到长沙，在亲戚的帮助下

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没有手机导航的年代，易望

卫骑着自行车，用三四天的时间

逛遍长沙，记清了主干道、汽车

站、火车站和机场等重要位置，

“那时候，乘客的目的地主要就

是车站、机场这几个地方”。

日日穿梭在大街小巷，易望

卫对长沙越来越熟悉，归属感

也越来越强烈。一次，他在黄

花机场接到了一对来自安徽的

父子， 是 爸爸

送儿子来上大

学。 上 车 后，

父亲对儿子在

外地读书显得

十 分 不 放 心，

更担心他遭遇

危险。

“ 长 沙 的

治安您是一点

不用担心， 孩

子在这里很安

全。” 易 望 卫

开腔安慰，不仅将长沙重视教

育的种种表现告诉对方，还举

例说明长沙的治安到底有多好，

“到处是派出所，有点响动警察

来得飞快”。下车时，这位客人

的担忧消减不少，还给易望卫留

了电话号码，邀他一起吃饭。

“现在变化可大了。”时光淘

洗，城市地标不再只是交通枢

纽，易望卫跟随着长沙的成长，

记住了不断出现的好吃好玩的

地方，还特别了解了各大 KTV

的位置。4 年前，他从白班司

机换成了夜班司机，“白班是人

喊车，夜班是车等人”。凌晨时

分，出租车司机们涌入解放西

路，等待从酒吧中摇摇晃晃而

出的客人，易望卫依旧执着选

择 KTV 的客人，“醉酒的会稍

微少一点”。

穿梭在夜色下的星城，也容

易有白天没有的际遇。一天凌晨

两点多，易望卫在汽车南站附近

小区搭载了一名临产孕妇，陪同

的还有她的丈夫和婆婆。

“他们要去湖南省妇幼保健

院。”两地距离实在有些远，易

望卫十分担心，提出就近送医，

但孕妇很坚定地拒绝了——她

的产检都是在湖南省妇幼保健

院做的。

无奈，易望卫一路听着后座

传来的痛苦喊叫，硬着头皮将

他们送到了目的地，“送完这一

单，我完全没力气开车了”。此

刻，他感谢起了时间够晚，道

路够空旷。

揽客，有时也会揽到特殊客

人。一次，易望卫在路边拉到

个大单，对方要去岳阳。可一

问具体地址，乘客却没了回应。

易望卫觉得不对劲，最后按客

人提供的号码，帮着打给了其父

母和姐姐。父母的电话一直没

人接，姐姐家的座机打通了。电

话那头的女子告诉他，车上的

人的确是她弟弟，但弟弟患有

精神疾病，5 天前从医院跑了出

来，父母在长沙找人，急得不得

了。最后，姐姐拜托易望卫将弟

弟送到父母目前所在的亲戚家。

路上，得知乘客已经好几天

没吃东西，易望卫从便利店买

来面包和水，一路上不断和他

聊天，安抚他的情绪，很快将

他安全送到了目的地。看着儿子

平安归来，两个老人一个劲儿

地向易望卫道谢。

转眼 19 年，靠着开出租车，

易望卫不仅在长沙安了家，还将

两个孩子供进了大学。这次参加

“争当行业排头兵  做文明服务

驾驶员”评选，他挺有把握。

“我已经 10 年没有违章记录，

去年在‘争当行业先锋  建设人

民满意交通’劳动竞赛中被评为

优秀驾驶员。”在易望卫看来，

工作是为了生活，把工作干好了，

生活里的甜也会多一些。

夜班出租车司机日子里的

夫妻档出租车司机生活里的

甜

趣

入行 19 年，靠着开出租车，易望卫不仅在长沙安了家，
还将两个孩子供进了大学。

刘叔平熟悉长沙的大街小巷，也爱给客人分享今日女报
社与出租车的故事。

扫一扫，分享故事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