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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孙宁，今年是我在南京南
站工作的第 7 年，也是我在失物招
领处工作的第4年。如果你曾在高
铁或车站遗失过物品，或许我们就
曾有过一面之缘。

失物招领处的工作听起来简
单，实则充满挑战。接电话、核单
据、找物品、录信息……我每天不停
歇地帮助旅客寻找遗失物品，并以
妥善的方式送回他们手中。

“东西找到了，请您带好身份
证，前往南京南站南广场上三楼，南
门进站左手边失物招领处领取。”这
是我对旅客最常说的话。临近春
节，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也更忙了，我
一天最多处理过250多条工单。

每到寒暑假、春运期间，车站总
是挤满了来来往往的人群，拿错包、
落物品的事情经常会发生。我们有
一套完善的旅客遗失物品管理办
法，一旦有旅客在现场报备物品遗
失，车站遗失物品招领处、站台、检
票口、安检等岗位工作人员会按照
相应的联动机制帮助旅客寻找。

前两天，一名大学生在站内换

乘的时候，遗失了一个双肩包，里面
有电脑、平板等贵重物品，就是我帮
他找到的。从核实信息到通知领
取，只花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我收
到了他的手写感谢信，有点小感
动。他说，下次一定会带好随身物
品，并为我们的认真负责和高效率

点赞。还有一次，一名旅客丢了一
个包，里面有近 3 万元的现金和给
孩子的礼物，这是他回家过年孝敬
父母和给孩子的惊喜，非常着急。
仅仅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帮他找
到了包，他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连连
道谢。

每年除夕夜，班组有个传统，每
个人都会从家里带来一两道菜，组
成一桌“特殊”的年夜饭，大家轮换
着去吃，尝尝不同的家乡味。尽管
缺席家里的团圆饭，我的心里多少
会有些许难过，但是这别样的“百家
饭”，也带给我不少温暖。

今年除夕，我将继续坚守在岗
位上，帮助广大旅客迅速找回遗失
的物品，让每个人都能安心、快乐地
度过一个幸福的新年。

讲述人：南京南站客运员 孙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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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下，他们每天搬上
万斤莴苣

冬天的凌晨寒气逼人，在寒潮
和雨水下，人们呼出的热气形成了
水汽。

凌晨的街道格外安静，众彩市
场的场景截然不同，卡车、面包车、
三轮车进进出出，为市场送来新鲜
的果蔬，或载着货物驶出市场大
门。

卖莲藕的摊位上，摊主正在清
洗莲藕；卖大葱的摊位旁，工人正从
货车上卸下一捆捆新鲜的蔬菜；摊
位后面的仓库里，码着比人还高的
蔬菜筐，一派壮观的景象……

“早啊，吴姐，来200斤莴笋。”
在蔬菜区大棚里，今年 50 多岁的
吴守敏正娴熟地从货车上搬下一
捆捆莴苣，装到小拖车上称重。“从
凌晨1点多到现在，我们已经搬了
两三千斤的莴苣了。”吴守敏说，春
节快到了，很多客户要囤货，所以
出货量大，要提前把莴苣从货车上
卸下来，让客户把这些新鲜的莴苣
及时拉回去。

看到商户们忙得热火朝天，现
代快报记者也跟着帮忙，撸起袖子
说干就干，谁知抱起一捆40多斤的
莴苣后，人走起路来就十分吃力，只

坚持搬了几分钟。而吴守敏和工人
每天要陆陆续续将一两万斤的莴苣
搬下来，“这些菜很重，搬起来也累，
还要用点巧劲儿，一般两个人配合
着搬。”

吴守敏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他
们冬天卖安徽的莴笋，夏天卖豇豆、
毛豆。“做蔬菜批发生意，黑白颠倒
的作息是非常辛苦的，每天要从凌
晨一两点忙到晚上六七点。有客户
要货，立刻就要赶回来装车。”谈到
一年来的收获，她说，“明天（1月27
日）就要回家过年了，想到要和两个
孩子、家里的老人团聚，心里头还是
喜滋滋的，很有奔头。”

节前芦蒿走俏，一天卖
出5000斤

询价还价、搬运货物、清点存货
……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众彩市场的
各个角落此起彼伏。绿油油的芹菜、
韭菜，水灵灵的大白菜、生菜，带着泥
土的香菜、萝卜……散发着清香。

“春节前是青菜销售的旺季，我
们得备足货源，满足大家的需求。”
来自句容的曹晓阳今年36岁，寒风
凛冽中，他戴着一顶遮耳朵的帽子，
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这些大青菜
都是自家种植的，我们准备了3000
多斤大青菜，26日已经卖了1000多

斤，其他的大概可以卖到27日的中
午。等全部卖完了，我就可以回句
容老家和老婆团聚了。”

曹晓阳说，青菜每天的出货价
格会根据整个市场的行情变化，“做
蔬菜生意七八年了，我们每天的价
格都公开透明，往年这个时候青菜
批发价格要2元多一公斤，今年产
地丰收，加上整体天气偏暖，青菜批
发价只要 1 元一公斤。回头客多
了，客源就稳定。”

来进货的菜贩子穿梭在摊位之
间，挑选着心仪的蔬菜；蔬菜商户们
或蹲或站，在摊位前后忙碌着，遇见
采买的人热情地打招呼……浓浓的
烟火气渐渐驱散了凌晨的寒意。

“蒌蒿满地芦芽短。”作为南京
人餐桌上的“常客”，眼下正是芦蒿
采摘上市的时节。今年 56岁的竺
永顺和爱人正在将新收割的芦蒿去
叶、捆扎、打包。车上、地上堆放的
都是芦蒿，仿佛一层厚厚的碧绿毯
子，青翠欲滴。

“这几天八卦洲本地的芦蒿新
鲜上市，我们又忙起来了。”竺永顺
说，每年春节期间芦蒿最火热，今年
的价格能卖到12元一斤，最近一天
能卖出5000多斤。一边说着，两人
手中仍然不停地挑拣，“我们家离得
近，准备忙到除夕歇两天，如果客户
需求量大，我们也要尽快出摊。”

过年“菜篮子”稳稳的，
1.3万吨蔬菜在田在库

在采访中，现代快报记者见到
了众彩蔬菜市场管理人员张科。今
年是他在众彩市场工作的第 15个
年头。“每天凌晨是蔬菜市场最繁忙
的时候，订单配送、商超备货都主要
集中在这时。”张科说，今年春节比
较早，众彩早就进入了交易旺季。
市场成立了值班小组，他们每天日
行一两万步巡查，维持市场秩序，确
保交易公平公正，全力保障春节期
间物丰价稳。

记者了解到，众彩市场承担着
南京及周边地区的鲜菜保供任务，
以1月25日为例，蔬菜市场到货量
2878吨，果品市场到货量2623吨，
供应充足。来自天南海北的新鲜蔬
菜每天大多深夜抵达，再从这里运
到南京及周边地区居民的餐桌。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众彩市
场已落实了蔬菜保供物资 13000
吨，其中在库实物储备3000吨，在
田储备10000吨，品种涉及大白菜、
青菜、萝卜、西蓝花、青椒、芹菜、土
豆、芦笋等20余种。为了保障“菜
篮子”供应不断档，蔬菜市场全年无
休，不少商户每年只歇几天，数年如
一日地守着每一个黑夜和清晨。

全力保障春节物丰价稳

凌晨3点的南京“大菜篮子”灯火通明

“吴姐，我的菜还装好啦？”“好
了，已经装好了。”1月26日凌晨3点，
受寒潮天气的影响，南京户外气温直
逼冰点，天空下着雨、刮着风，此时大
多数人正在睡梦中。但在南京人的
“菜篮子”——南京农副物流中心（简
称“众彩市场”），灯火通明，车来人
往。不论是蔬菜批发商户，还是市场
工作人员，都在为春节“菜篮子”不断
档、做好保供工作而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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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凌晨 3 点，当我们进
入众彩市场时，蔬菜批发商户们有
的已经忙完了一轮。冬天降温时，
市场仿佛一个大冰箱，不少商户戴
着帽子、裹着大衣，我也感觉到手脚
冰凉。正是采购高峰，市场里的通
道异常拥挤，雨中的小车子来回穿
梭，很多人冒雨忙碌着，身上早已被
冰冷的雨水打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吴守
敏、曹晓阳这样的商户还有很多
很多。无论寒暑，风雨不改。他
们在深夜中坚守，在寒风中忙碌，
把来自天南海北的新鲜蔬菜第一
时间卸下来，装到客户的车上，送
到家家户户的餐桌。

在采访中我们看到，不论是蔬
菜批发商户，还是来进货的客户，
或是市场的工作人员，每一个人
都在为幸福生活打拼，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就像顶着
寒风前行的光。他们用自己的双
手和肩膀撑起了一个个家庭，守
护千家万户的“菜篮子”，守护人
间烟火里的幸福生活。

记者手记

他们是
顶着寒风前行的光

90后“铁路人”孙宁：

一天处理200多条寻物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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