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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生是北京大兴区圆通快递
高米店网点的一名快递小哥，每天穿
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但胡庆生是一
位左臂残缺的残疾人。入职快递行
业 7年来，他身残志坚，以乐观与毅
力在快递领域书写着传奇。7年，他
累计送出近70万件包裹，精准无误，
赢得广泛赞誉无差评。

胡庆生9岁时遭受意外，当时医
疗条件有限，不得已做了截肢，左臂
残缺。初中毕业之后，他去广东开过
店，也回老家养过羊，还在安徽打过

工，后来接触到快递行业，他凭着毅
力扎进了这个行业。从入门到现在，
胡庆生一干就是7年。

只靠一只手，起初胡庆生送货时
很困难，“有时候会遇到比较着急的
顾客，因为一只手搬包裹比较慢，遭
到了很多投诉。”他笑着回忆道，但他
并没有自暴自弃，向命运妥协。日复
一日，分拣、扫描、装车，他用心学习，
逐渐动作娴熟，一气呵成。脚挡门，
肩扛货，单手搬大货，这套动作他每
天至少重复 40多回。旺季日送货

800件，淡季日送货400件。
胡庆生笑称，自己是“笨鸟先

飞”，一只手搬运不如两只手方便，那
么就早点起早点干。他每天早晨 5
点 40分起床，洗漱完毕出门，6点准
时赶到圆通快递大兴区高米店网
点取货。拣件、录入、装车、沿线配
送……尽管只有一只胳膊，但胡庆
生干起活来十分利索，丝毫不比健全
人差。寄件时，他用残臂压住包裹
箱，右手扯着胶带，娴熟地缠绕一圈，
低头用牙咬断，最后用手机填好快递

单，再贴在包裹外侧，整个过程不到
两分钟。在大兴区工作7年，胡庆生
负责高米店街道香留园社区旭辉御
府小区的快递收派 4年。在居民们
眼中，早已把他当成了一家人。

“1个人，1只手，风雨快递路；1
台车，1条线，7年无差评。”这是独臂
快递小哥胡庆生最真实的生活写
照。面对生活的不幸，胡庆生选择坚
强、乐观面对，干一行、爱一行、精一
行，用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赢得了赞
扬和尊重。（据《北京青年报》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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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臂快递小哥送件7年无差评

徐州大哥在法国“抓兔子抓麻了”

郝强此前一直在法国波尔多地
区抓兔子，拍摄了不少视频发布在社
交平台上，受到网友关注。前段时
间，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报道了法国南
部小城巴亚尔盖野兔泛滥的新闻，同
时播放了一段郝强原先在波尔多地
区抓兔子的视频。

看到这则新闻后，很多网友在社
交平台上对郝强喊话，“到你出手去
法国南部抓野兔的时候了！”郝强告
诉记者，于是他和朋友联系了巴亚尔
盖当地狩猎协会，通过好几个部门的
审批后来到这里。他说，“从去年 9
月到今年 3 月，当地已经消灭了
13000只兔子，但依然有大量兔子繁
殖，让人头疼不已。数量庞大的野兔
正在破坏农田土壤、农作物、铁轨路
基以及高尔夫球场。法国人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费尽心思，出海报、贴菜
谱，号召人们抓兔吃兔，但效果并不
明显。”

郝强和朋友到达葡萄园，一眼望
去，地面到处都是兔子洞，葡萄藤也
基本被兔子啃光了。郝强派出了安
格鲁貂“四员大将”——肥仔、胖嘟嘟
及胖嘟嘟的两个儿子。不到1分钟，
他们就收获了第一只兔子。

四只安格鲁貂配合默契，一个洞
接着一个洞进，把那些兔子吓得瞬间

“炸窝”，“不断有兔子从洞里跑出来，
根本停不下来”。“肥仔”从刚开始的
兴奋状态到有点恍惚，在主人的再三
鼓励下才又重新投入了战斗。由于
蹿出来的兔子太多，郝强不得不加上
了围网，开始“守株待兔”，不一会儿，
就有好几只兔子撞到了围网上。郝
强在旁边忙得不亦乐乎，抓兔子抓得
满头大汗。“我抓了这么多年兔子，还
是头一次抓兔子抓麻了，我们一刻都
没有停歇过，一直有兔子往外钻，一
上午收获了满满两箱兔子，粗略数了
一下，我们今天抓了五十多只兔子。”

郝强又和朋友来到一家农场抓
兔子，这次带的安格鲁貂嗅觉很灵
敏，它在洞口嗅一嗅就知道里面有没
有兔子，“它在里面半天没出来，估计

这洞里肯定有兔子”。果不其然，一
只兔子从洞里蹿了出来，郝强手中的
苍鹰直接追了出去，伸爪想抓住兔子
后腿，但没能成功。兔子跑了出去，
苍鹰飞快追上，一个侧翻把兔子按在
了地上……

郝强是江苏徐州人，今年41岁，
2005年从苏州大学毕业后到法国留
学。硕士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公司
实习，此后便留在当地工作生活。

郝强告诉记者，因为兴趣爱好，
他于 2014年取得猎人证。刚开始，
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跟着朋友一
起去打猎，帮忙处理野猪、狍子、兔子
等在当地比较泛滥的动物。“法国每
年有固定的枪猎期，其间可以用猎枪

打兔子，非枪猎期只能用安格鲁貂把
兔子赶出来，之后抓活的。”郝强称，
安格鲁貂身形娇小，擅长钻洞，并且
非常机警，经过训练后是抓捕兔子的
能手。

郝强介绍，他们抓的兔子叫穴
兔，原产地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
南部，“这边兔子成灾的问题差不多
有十来年了，最近这两年因为温度、
环境、缺少天敌等原因，突然一下子
大爆发了，对农业危害极大。小的
葡萄树刚种下去，一晚上过去，可能
连根带叶都没有了。兔子会在葡萄
园里打洞，有的甚至离地面三四米
深，拖拉机一开上去就陷下去了，非
常危险。”

2017年，他专门找师傅学习驯
鹰，取得驯鹰资格证后，他开始训练
苍鹰和安格鲁貂互相配合抓兔子。
郝强告诉记者，在法国，所有的猛禽
都是保护动物，野生的种群是禁止捕
捉和人工饲养的，只有人工繁育的金
雕、游隼、苍鹰和哈里斯鹰可以人工
饲养和用于狩猎。全世界有几十个
国家从事驯养猎鹰活动，2010年，猎
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郝强称，每次抓兔子，他们会根
据地形特点和狩猎协会的要求，选择
不同的狩猎动物，如果抓捕的地方铁
丝网多，苍鹰低飞时可能会撞上，他
们就只带安格鲁貂。“基本都是和朋
友一起去，少则两三人，多则几十个
人，大家分工合作。”郝强想起，有一
次，他们去一个葡萄园抓兔子，一群
人拉了张200多米长的网，把一块区
域围起来。一部分人躲在网后面，趴
在地上；一部分人在葡萄园里往网的
方向赶兔子，等兔子撞到网上，再把
它收起来。

郝强称，根据狩猎协会的要求，
抓到的兔子会被投放到其他地方增
加种群数量，狩猎者可以留下被抓伤
的兔子食用。“有些地方受天气、疾病
等因素影响，导致兔子绝种，狩猎协
会会把兔子放生到这些地方。很多
肉食动物，如鹰、蛇、狐狸、獾，它们的
食物可能就是这些兔子，这也是对食
物链的保护。”

郝强告诉记者，最初，他只是义
务帮相熟的葡萄园主抓兔子，结果一
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找他帮
忙抓兔子。他逐渐得到官方认可，狩
猎协会官网上就刊登了他的信息，方
便有需要的人联系他。“一般帮合作
的酒庄、私人农场抓兔子我是不收费
的。官方召集的抓捕活动是收费的，
最低可能就报个路费，多的话一天能
挣一两千欧元。”

自 2020年起，郝强开始在短视
频平台发布抓捕兔子的视频，已累积
了366万粉丝，最高的一条视频播放
量达1.9亿。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幽默
留言，“赶快从四川调厨子”；有网友
讨论起兔子肉的各种烹饪方法，湖
南、湖北、贵州等地的网友也都纷纷
表示愿意“出战”。郝强称，抓兔子不
是那么容易的事，先得有猎人证，还
要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审批，“你还
得训练貂、鹰，要有笼子、网等工具。”

郝强告诉记者，法国人也吃兔
子，法国当地市场里也有兔子卖，
15-20欧元一只。但是他们的做法
比较单一，“不是做成肉酱，就是用红
酒炖，吃起来总感觉不太对味”。因
为做红酒生意，郝强经常去四川成都
参加糖酒会。“在成都吃过兔子火锅、
卤兔头、熏制兔肉，尝了觉得不错我
也会去学，但是做不出那种味道。作
料有时买不齐，所以味道还是比不上
国内的餐馆。”他计划研究一些与兔
子有关的美食在法国推广。

他曾做了一顿兔子宴邀请法国
朋友品尝，麻辣兔丁、卤兔、烤兔、火
锅兔……尽管辣味十足，但是法国朋
友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我还给他们
做过卤兔头，他们一开始是排斥的，
尝过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跟我提
了好几次，让我再做点兔头。”

郝强表示，经常有人慕名过去围
观他们抓兔子，“看一两次觉得挺好
玩，但真正要加入我们的人非常少，
抓兔子风吹日晒，还是挺辛苦的，得
有很大的兴趣才会干这个事。”

（据《扬子晚报》万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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