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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妹 子 评 论“我那时正好行驶在路中间，车

失控往右边冲去，我赶忙控制好方向

盘，把车停在了路边。”前不着村后

不着店的地方，车外漆黑寂静。在原

地等待了两个小时，孙玉拦下了一辆

过路的车，这才获救。

女司机们与丈夫共同承担行业的

风险和压力，还会面临更多的质疑。

有些货主，见着孙玉张嘴就问“怎么

是女的”？更有甚者觉得她好欺负，

因为货箱上的划痕拖欠运费。

“在我看来，开车只分技术，不

分性别。”孙玉开车稳，卸货快，她

的货主大部分都是老主顾，同车队

里的其他几名男性老司机对她也是佩

服。“我用技术和能力把他们都‘征服’

了。”

征服了同行和货主的质疑，孙玉

却仍要在路途与家庭

间抉择。“我们这

个圈子流行一

句话：‘当我

握 紧 方 向

盘， 就 不

能 再 拥 抱

你。’”

孙 玉

刚开始跑车

时， 儿 子 正

读一年级，留

在了宁乡市老家。

每到周末，儿子就会

给孙玉打电话，问她和丈夫

能不能回家。尽管相隔不过一百公里，

但在孙玉货运生涯的起步阶段，她没

法陪伴儿子的成长。

孩子想妈妈，路上的孙

玉也会于心不忍。“孩

子从一出生就是我

亲自带，我特别怕

他自己在家，万

一出什么事也没

人照顾。”孙玉

只得每天在孩子

临睡前，和他视

频通话，听着孩

子的声音，她觉得

路上的疲惫也松快

了不少。

“有一次通话，孩子说，

让我们开开心心出车，平平安安

回家。”孙玉一听，眼泪止不住地流。

“这也是我们的愿望，是千千万万卡

友和亲属们的愿望。”

 关爱

长沙有个“卡姐之家”，鼓励“卡姐”做自己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3月，

湖南共有货运车辆 23.43 万台，货车

司机 50.5 万人。

“尽管女货车司机仍然是绝对少

数，但她们的数量和比例正在增长。”

长沙市开福区货车运输行业工会联合

会主席、长沙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党

委书记刘优良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长沙传化公路港物流在园区专门

为卡车运输行业女性开设的“卡姐之

家”里，就汇集了30 多名“卡姐”。

为了更好地帮助货运行业女性

解决生活问题，提升家庭幸福感，

今年 4 月，在中国妇女儿童基金会

的支持下，“货运路 · 巾帼行”卡

车运输行业女性赋能项目“卡姐之

家”正式在长沙传化公路港物流园

区落地实施，由开福区妇联主席成

娟为“卡姐之家”授牌。

走进“卡姐之家”，这里设备齐全，

空调、饮水机、按摩椅、液晶电视应

有尽有，可以让前来的“卡姐”“卡嫂”

们得到高质量的休息。

“这些女性长期奔波在路上，干

着繁重的活，十分谨慎、敏感，我们

还希望通过多方面的关怀和活动，让

她们找回自信，做回自己。”刘优良说。

打造“卡姐”“卡嫂”的避风港
这一点，“卡姐之家”负责人、长

沙市芙蓉区虹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

工刘意深有体会。

在团队成立前，刘意带领着一批

志愿者对园区里的“卡姐”“卡嫂”们

进行了走访，了解她们的生活和需求。

“对于她们来说，生活都围绕着一辆

车。除了家庭和卡友，她们很少接触

这个圈子以外的世界。”而这让她们

与刘意接触之初，有了更多的紧张和

防备，不愿意透露年龄、地域等个人

信息，拒绝谈论自己。

但当她们互相深入接触后，刘意

看到了“卡姐”们更多的需求。

对于奔波在路途中的“卡姐”来

说，一路上的担心少不了：担心路况

不好、遇上偷油贼偷油。精神紧绷久了，

也想有个地方能休息、放松一下心情。

但这往往难以如愿：要么是舍不得花

更多钱住得更舒服，要么只能睡车上

或者油箱上，一个动作就能惊醒。

“我曾遇见两位从河南运货来的

女司机，拉起驾驶室的遮光帘，就睡

在车里。”那时，刘意把疲惫的她们

拉进休息区，坐上按摩椅，放上一部

电影，走的时候还送上了一条擦汗用

的毛巾。“我们做的都是小事，却是她

们漫漫长路中不可多得的‘避风港’。”

“货车司机绝大部分是农村户籍，

文化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又占了多数。

这份工作是他们可选范围内的高收入

职业，代价是长期的奔波、高强度的

心理压力和与家庭的分离。这样的日

子，留在家里的女人是没有办法好好

睡觉的。”刘意走访过一位长期留守

在家的“卡嫂”，她的丈夫是老司机，

有的年头两个人一个月见一次，一次

见一宿。

“她不敢主动和丈夫联系，怕他

在开车，又怕他正在睡觉，贸然联络

都会增加他出现意外的风险或影响他

休息。到了约定的时间丈夫还没到家，

她便更加焦虑。”刘意说，这种不安

全感几乎存在于每个“卡嫂”的心里。

“后来，我们请了心理专家来上课，还

专门开设了心理咨询热线。只要她们

有问题，我们就会给出相应的帮助和

建议。”

不仅如此，对“卡姐”“卡嫂”的

保障与帮助还涉及家庭。“暑假前，

一位‘卡嫂’来找我，问能不能帮她

的孩子入学。”这位“卡嫂”常跟着自

己的丈夫出车，不想把孩子送回老家

当留守儿童。刘意在两个月之内，帮

她准备齐了所有的材料，将孩子送去

了离“卡嫂”工作地点最近的沙坪实

验小学。

在关怀下，“卡姐”们也在寻求、

渴望“被看见”的舞台和成长。“从最

开始的敏感、不自信，到如今我们每

回组织活动，她们都侃侃而谈、积极

参与，她们的变化相当明显。”

有时，“卡姐”们还会从受助者转

为助人者。

今年 6月，长沙暴雨，30 多名“卡

姐”志愿者和刘意一起身披雨衣，脚

穿雨靴，手执铁铲、锄头等工具，冒

着污水散发的恶臭，将下水道的淤泥

与杂物清除干净，还帮助正在作业的

货主整理路面。刘意把她们辛苦的身

影拍摄记录下来，分享给了每一个人。

一位“卡姐”给刘意回信：“在每一次

伸出援手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别人

尊重的目光……”

长沙市开福区妇联主席成娟为“卡姐之家”授牌。

期待每一位“卡姐”绽放

职业光彩
“高薪卡姐”，是近年来的网络

热词。不少社交媒体夸张地介绍她

们是“月入数万元的网红”，然而，

透过这篇文章，或许我们更能看到

她们收入背后的艰辛与坚韧——穿

梭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不分昼夜；

恶劣的天气条件、长途跋涉的孤独、

来自多方的质疑以及高强度的工作

节奏……这些才是全国 16 万“卡姐”

的真实生活。

一辆车、一条路、一辈子。新

时代“卡姐”早已不是陪伴丈夫跑

高速的“副驾驶专员”，她们勇敢挑

战，以精湛技术突破职业性别，在

日复一日的高速生活里“一路生花”，

也在全国涌现了一批巾帼典型。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快手平

台，粉丝量破 100 万的女性货车司

机已超 20 位——开着 21.5 米的卡

车，快递“卡姐”罗慧用车轮丈量

人生；来自云南大山的琳宝，坚定

成为一名卡车司机，被奥斯卡获奖

导演柯文思选为纪录片《柴米油盐

之上》的女主角……她们从车厢里

走向镜头前，让更多女性看到了高

速路上不同的风景，也鼓励着更多

女性打破常规、拥抱更广阔的职业。

值得感恩的是，这些年，社会

各界也在支持和鼓励着“卡姐”。公

益方面，“货运路 · 巾帼行”卡车

运输行业女性赋能项目在襄阳、长

沙等全国重要物流城市已建立了 8

个“卡姐之家”，直接受益人数近 4

万，辐射影响人数超 22 万；政府方

面，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成立交通

运输行业妇联，打造了“卡嫂共富

工坊”，帮助卡嫂提升技术素养、拓

宽眼界、增收共富；行业方面，爱

心企业发起了“了不起的卡姐”评

选活动，帮助卡姐打破固有标签，

发现新的自己、新的生活……各方

力量都在想办法赋能这群车轮上的

“她”力量，让她们感受到职业之外

的温暖。

职业不分贵贱，工作不分男女。

我们期待，每一位“卡姐”、每一位

积极向上的女性都能在职业道路上

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因为在这个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坚持自我、追

求梦想更加美丽和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