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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点外卖，许多人首先想到打开美团、饿了么这些软件，但在达州部分乡镇，外
卖行业又多了一个叫“小镇外卖”的平台，它是一款专注于乡镇市场的外卖订餐系统，也
就是说，在村里也可以点外卖了！

“小镇外卖”上线，村里也能点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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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送外卖 为乡友带来便捷

近日，达州部分乡镇的场镇有一群“橘
色”小哥穿梭在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哪里
有外卖代购、快递代取、跑腿的需求，他们
都会第一时间出现。

据悉，“小镇外卖”采用“平台骑手专
送+到店自取的模式”，在乡镇上打造30分
钟外卖生活圈，其外卖服务覆盖了餐饮、超
市、生鲜、鲜花、跑腿及代取代送等业务，目
前在全国范围内已加盟 2000+个乡镇，涵
盖河南、山东、安徽、河北、云南、广西和四
川等多个省份。

“我也是通过‘小镇外卖’的宣传活动，
才进一步了解到这个行业，我妻子也经常
在‘小镇外卖’小程序里点外卖。”今年29岁
的达川区亭子镇“小镇外卖”负责人张涛告
诉记者，他之前在镇上经营一家手机维修
店，但由于生意不太好，准备不做了。他当
时也想过，实在不行就出去打工。

在张涛一筹莫展之时，他妻子了解到
镇上“小镇外卖”的站长准备转让这个站
点，经过与妻子一番商量后，他决定加盟接
手这个站点，从事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对我来说从没有接触过，也
很有挑战性，但重要的是可以在自己的家
乡工作，不用背井离乡。”据张涛介绍，目前

“小镇外卖”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新奇的。
他也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乡带来外卖
服务和跑腿服务，让家乡的人们也能享受
到城市的便捷。

张涛的团队目前共有3个人，配送覆盖
范围是方圆6公里。作为站长的他主要负
责处理商家订单和客户投诉。若遇到订单
多的时候，他也会骑着电动车配送。

据张涛介绍，“小镇外卖”的经营模式
跟美团和饿了么差不多，都是商家入驻平
台抽成。客户可以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搜索

“小镇外卖”小程序，或者扫二维码下单，如
果客户是在亭子镇就选择亭子镇的“小镇
外卖”，并且是专人全职配送。

今年24岁的大竹县庙坝镇“小镇外卖”
负责人王小伟告诉记者，他和妻子之前在

外面打工的时看到过“小镇外卖”，然后去
郑州了解了一下这个行业。他说，郑州那
边都做得那么好，我们四川应该也可以做
得好，于是他和妻子商量之后，便下定决心
回老家做“小镇外卖”。

“刚开始确实不好做，那个时候家里面
的人都不看好这个行业，说老家都是老年
人居多，哪有那么多人点外卖嘛！”据王小
伟介绍，他们是今年 9 月份正式开始营业
的，目前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在店里忙碌。

“刚开始都快崩溃了，没有多少商家入
驻，很多人也不了解我们这个平台，每天也
没有几单配送业务。”王小伟发现，庙坝镇
确实老年人居多，但他觉得这些老年人需
要他们。

王小伟说，为这些老年人跑跑腿，配送
一些蔬菜瓜果，虽说是一些小事情，但他们
也要认真去做好。既然选择了，就会坚持
做下去，虽然目前平均每天只接到20多单
业务，但是他觉得是值得的。

村路不好走 冒雨送餐被狗撵

“我第一次跑腿配送的是给一位在村
里的顾客购买烧烤等小吃，他家离镇上大
约有4公里路程，又加上是晚上。”张涛买好
东西后就根据顾客备注的地名去配送，但
由于村里很多地方的名字是‘土名’，跟导
航上显示的不同，他找了很久也未找到顾
客家，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只能打电话给
顾客加微信，让顾客直接发定位才找到。

为了确保以后能够更快地完成配送任
务，只要一有空，张涛便会骑着车到他们的
配送覆盖范围内的许多地方去走上一遍，
了解路线和地名。遇到比较难配送的路
段，车没办法过去的时候，张涛和他的团队
也会选择走路配送。

“记得有一次，顾客晚上9点多下了一
个外卖订单，他那个地方也比较远，从我们
骑手app上看，显示的是5.7公里，但是这个
5.7公里是直线距离，实际上我们导航过去
差不多接近8公里了。”张涛回忆，村上有些
道路不好走，并不是每一段都是公路，也有
土路，加上当天夜里下着雨，路面很滑，又
遇到信号不好，顾客的手机也一直打不通。

无奈之下，张涛只好冒着雨挨家挨户
询问，更离谱的是，当时村里还有两条大黑
狗一直追着他狂吠。他回忆：“别提了，真
的是害怕极了。”在花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
间，找了十几户人家后，最终才找到顾客
家，完成订单。

“还记得有天晚上11点半了，来了一个
订单，是送到隔壁的妈妈镇。当时在想这
么远的路程，由于白天跑得多，担心电动车
没有多少电去了怕跑不回来，但为了能及
时给顾客送餐，还是开着电动车去了。”王
小伟回忆说。

因为已经很晚了，路又不好走，当时他
妻子还不让他去。王小伟便对妻子说：“我
们这个服务行业，如果服务都不好的话，那
谁还相信我们呢？”妻子见他这样说，也就
不好再说啥子，便给他戴好头盔。

“晚上12点多，一个人走夜路，总感觉
阴森森的，真的是害怕，也不敢往后看，硬
着头皮，一路狂奔。将外卖送到顾客手里

后，我就抽了根烟，给自己壮壮胆，然后就
开车往回走。”据王小伟回忆，回来的路上，
电动车没电了。“那个时候说不怕是假的，
我就给妻子打电话，让她过来接我，然后我
就推着车慢慢往前走。”

“虽然在外打工会挣得多一点，但是两
个人在家乡一起创业，就算少赚一点，我也
觉得无所谓，只要过得开心就满足了。”王
小伟说。

“跑腿服务” 为游子代尽一份孝心

据悉，目前达川区的亭子镇、石桥镇，
东部经开区的麻柳镇，通川区的蒲家镇，宣
汉县的胡家镇、普光镇、双河镇、土黄镇、樊
哙镇、渡口乡、三墩土家族乡，以及万源市
的白沙镇，大竹县的石河镇、庙坝镇和开江
县的任市镇等都已有了“小镇外卖”平台。

“我觉得在乡镇做这个行业是一个很
好的趋势。”张涛认为，“小镇外卖”会让乡
镇的商家与顾客之间连接更加紧密，不仅
为商家打开了新的销路，也为顾客带来了
生活的便捷。

“从我接手第一天的8单，到目前平均
每天40单左右。”由于还有很多用户不知道
有“小镇外卖”和部分商家也不了解，张涛
目前的工作重心是宣传引流和加快全镇商
家入驻。

除了点餐外卖，张涛和他的团队还负
责快递代取、跑腿代购等便民服务，让更多
的群众体验和享受到生活的便利。

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子女，通过“小镇外
卖”平台下单，为农村的父母购买牛奶等吃
的，以及生活用品。接到订单后，外卖小哥
会根据顾客的备注到店里去代买，并送到
家中，为在外务工的子女代尽一份孝心。

“平均每单能赚几元钱，配送距离较远
的话，一单能赚十几元。”张涛介绍，他们是
根据配送距离和代买或者代送的物品价
格，以及物品重量来计算收费的。

张涛说，外卖小哥的收入是底薪加提
成，但由于目前他们才做不到一个月，还未
发第一个月的工资。但他相信，只要努力
把工作做好，收入应该不会比城市里的外
卖小哥差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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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订单中的张涛配送订单中的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