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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时做了回“收废品的”

初见王少林是在达城西外塔石路的一
个旧仓库，400 平方米的仓库里摆满了他
和伙伴们回收的一大堆废品。

在仓库临时隔出的“办公室”内，王少
林说起了他的创业之旅。“说来也很巧，我
去年 7 月去广州找朋友耍，没想到跟他收
了两天废品。”王少林口中的好友从事的正
是废品回收工作。“他们那边都是在网上下
单、接单，然后骑手上门回收废品。”这一新
鲜事物吸引了王少林，他便跟着朋友收了
两天废品。

王少林发现，“互联网+废品回收”在
广州发展迅速，平台运营、软件开发、服务
反馈、骑手管理等环节均趋于成熟，市民也
已习惯在网上下单卖废品，城市内很难看
到废品回收站。“广州人已经养成了垃圾分
类回收的习惯，上门服务也为其提供了便
利。”王少林说。

广州的经历打破了王少林的固有认
知，并促使他作出决定：将“互联网+废品
回收”引入达城，改变传统的废品回收方
式。“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市民提供便
利，也为达州环保事业做一些贡献。”

和老板一起创业

彼时，王少林还在某家电售后中心做
维修人员。回达后，他邀请好友一起“干一
番事业”，并向老板请辞。得知王少林的辞
职原因后，老板大加肯定，还拉着朋友加入
了他的创业阵营。

设计 logo、注册商标、开发软件、宣传
推广、招募骑手……中专毕业的王少林此
前没有一点创业经验，好在有几位伙伴和
他一起摸索，这才将前期事项逐一敲定。
王少林和他的团队还特地考察了广州、上
海等一线大城市的废品回收运营模式，并
对此进行改良，决心打造出一套符合达城
特色的“互联网+废品回收”运营模式。

从家电维修转行到废品回收，这一跨
越令王少林十分不适，但他从不言苦，“自

己选择的路，再难走都要走下去，要做出个
样子才行。”

今年 7 月，王少林和他的团队正式推
出“废小二”线上废品回收平台。如今该平
台的废品回收业务已基本覆盖达州中心城
区，用户群体约1万人次。

网上下单方便快捷

9月8日，塔石路某银行工作人员小李
打开了“废小二”微信小程序，依次输入物
品回收类型、地址、联系方式及预约时间，
成功在平台下单。仅过了10余分钟，就有
骑手接单并联系小李，确定上门收取废品
的时间。

上午10时许，“废小二”回收小哥王朋
飞赶到了银行。一摞摞纸壳经整理、称重
后，搬上了王朋飞的三轮车，王朋飞随后通
过微信将钱转给了小李。“我之前看到他们
的车在路上跑，车上写着‘上门服务’，我在
微信上一搜就找到了。”小李表示，以往每
半年银行就会雇专车将所有废纸送到废品
收购站，费时费力又费钱，这次回收简直

“太方便了”！
“废小二”不仅让市民少跑路，其回收

价格还与市面普遍价格相差不大，这样优
质的服务让他们得到不少点赞。“我们的知
名度还不够高，所以更要为群众服好务，建
立良好的口碑。”王少林表示，如今主要的
工作仍是宣传推广，同时进一步完善平台
的各种功能，方便用户通过“废小二”微信
公众号或小程序迅速下单。

助力环保有意义

“废小二”目前有14名员工，14辆废品
回收车，骑手平均年龄25岁左右。“大家每
天的工作量都很大，很辛苦。他们中有不
少人和我一样，被‘互联网+废品回收’模
式深深吸引。”王少林说。

如今，“废小二”仓库里各类废品堆了
不少。8日上午，记者来到仓库看见，一位
技术人员正在分拣即将入库的废品。“有的
废品只需要简单二次整理后分区放置就可
以了，但有的电器需要精细拆分，不然里面
的重金属或有害金属会造成二次污染。”王
少林说着指向了一块电路板，“这一块板要
是扔在地上，那一片地都不会长草。”从事
家电维修多年，王少林深知废旧电器可能
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有时收到空调外机、冰
箱等电器，他还会专门联系环保公司，请专
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拆分回收。

“接下来，我们打算对一些废品进行二
次加工，形成半成品后再卖给相关企业。”
王少林表示，自己想乘着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东风，将“废小二”做大做强，让达州人逐
渐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和绿色环保意识。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罗未 见
习记者 王彦力

互联网+废品回收

“一键下单”新模式撬动达城“旧”市场

“收旧冰箱、洗衣机、空调……”
随着时代发展，这样的吆喝声逐渐
少了。没人“上门服务”，不少嫌麻
烦的市民便将家中的废旧纸壳、塑
料瓶扔进了垃圾桶。

2020年7月的一次广州之行，
让达州 90 后小伙王少林看见了
“旧”市场里的新商机。一年后，一
辆辆标有“废小二”字样的黄色三轮
车出现在达城，4个年轻人开启了达
州“互联网+废品回收”的新纪元。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 蔡尧 见习记者 杨洁） 随着中
秋节日益临近，螃蟹也“横行霸道”进入
达城，准备占领大家的餐桌。9 月 7 日，
记者走访了达城部分农贸市场和超市了
解到，目前尚处于螃蟹上市早期，市场上
螃蟹不多，其中肉蟹和梭子蟹居多，价格
与去年基本持平；大闸蟹较少，价格与去
年同期相比小幅下降。按照往年经验，
螃蟹大量上市还需等到中秋节前后。

当天上午9时许，记者在达城朝阳农
贸市场水产品区的两家海鲜店里找到了
螃蟹的身影。记者观察了解后发现，朝
阳农贸市场目前售卖的大闸蟹基本都是
母蟹，肉蟹和梭子蟹则以公蟹居多。

“我们只卖大闸蟹，今年才上市没多
久。我们都是从江苏那边进货，先空运
到重庆，再转运到达州。今年的价格与
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3两多的母蟹每
斤价格在380元左右，不用礼盒装还能稍
微便宜一些。”售卖海鲜的冉女士说，目
前店内的大闸蟹大多卖给了饭店，每日
销量有百余斤，销售高峰期一般在 10月
份，往年最多的时候每天能卖四五百
斤。另一家海鲜店的工作人员李女士介
绍，他们现在卖的都是肉蟹和梭子蟹，今
年的价格与往年相比差不多。

“这几天进货价比较高，来问螃蟹的
人也没有多少，所以我们还没有进货，准
备等到中秋节前两三天再开始卖螃蟹。”
西圣农贸市场某水产店店主王先生说。
随后，记者在达川区长城兴发农贸市场
内看到，有商家在售卖一些个头不大的
梭子蟹，售价为12元一只。

此外，在部分世纪隆超市和新世纪
超市里，记者没有找到螃蟹的踪影。负
责销售水产的工作人员表示，中秋节前
后应该会有螃蟹上市。

螃蟹网上销售情况如何呢？“最近我
们公司正在做大闸蟹的预售，但目前订
购的市民相对来说还比较少。”顺丰快递
达州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按往年的情
况来看，大闸蟹购买高峰期一般在中秋
节前后，不过总的来说，大闸蟹在达州的
销量不是很大。

除了买螃蟹自己做，还有不少市民
选择到饭店尝鲜。记者从通川区金龙大
道上的一家海鲜城了解到，每年9月底到
11月初才是吃螃蟹的旺季，他们目前尚
未推出大闸蟹，仍以海蟹为主，清蒸梭子
蟹是近期顾客点得较多的菜品。

据了解，目前螃蟹还处于上市早期，
规格、肉质、口感等都未达到最佳。一般
来说，螃蟹大规模上市时间和销售高峰
期均在中秋节前后。届时，螃蟹的蟹膏、
蟹黄基本都已成熟。

螃蟹“霸道”上市
你尝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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