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里运菜记》 

视频文本 

解说：吃过早饭，游兰英和同村的姐妹们开始忙活起来。 

字幕：山东省寿光市文家街道王家大庄村收菜点 

解说：这间库房是村里的一个收菜点，大棚里采摘的新鲜蔬菜经过打包装箱，即将

开启南下广东的旅程。 

王家大庄村村民游兰英：三四点（采摘）吧。 

记者：今天早上三四点？ 

游兰英：对。 

记者：您是从几点开始装的？ 

游兰英：7点过来的。 

记者：7 点一直装到现在？ 

游兰英：对。 

记者：每一箱有多少斤？ 

游兰英：有 30多斤。 

解说：几个小时后，成箱的果蔬汇集到邻近的合作社并陆续装车。从寿光运送蔬菜

到广东，货车司机刘传刚跑了 4年，累计 120 余趟。 

货车司机刘传刚：我们吃啊、住啊都在车上，车里面相当于我们的家。 

解说：寿光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和批发市场，仅本次运输的委托方新天地果蔬

专业合作社，平均每天就有 100多吨蔬菜销往广东重庆等地。 

新天地合作社理事长王敏利：有青瓜 121箱，土豆 153箱。 

王敏利：（春节期间）每天都发车，除了除夕这一天不发车，其余的都发车，每天

两三车，保证春节期间蔬菜供应。 

（刘传刚发动货车） 

刘传刚：现在出发，去广东东莞。 



字幕：1月 29日 12:50，寿光，距离目的地 2060公里 

刘传刚：在家的时候看到人家跑长途挺好的，哪里也去，到什么地方你看什么样的

风景，心里感觉挺好，我买完车以后我也感觉挺好的，在高速上跑着看着风景。后

期就感觉有点累，跑的时间长了，感觉不如在家好，去哪里也如在自己老家。 

刘传刚：每到一个地方，待不了一天两天的。我们到了东莞以后卸完货，东莞有货

我可以配着（返程），或者去海南或者是去别的地方，要是没货了还得再找货，放

空到广西，放空到海南。 

解说：从临沂驶出山东，由宿迁离开江苏，货车在凌晨 2:30到达安徽省桐城市香

铺服务区。 

字幕：1月 30日 2:30，香铺服务区，距离目的地 1090公里 

解说：行程过半，刘传刚决定在这里睡上一觉，等天亮再出发。 

刘传刚：我在这儿休息两个小时再走。 

记者：您躺这吧，躺会吧。 

刘传刚：我在床上睡一会，到 5点的时候你叫我一下。 

记者：行，我定个闹钟。 

（天亮，导航语音：您已进入黄冈市黄梅县） 

记者：以前在路上过春节的时候多吗？ 

刘传刚：我在路上已经过了 4年了，4年没回家过春节了。 

记者：4 年的除夕都在路上？ 

刘传刚：一般是在路上，有的时候在海南那边，等货的时候就在海南。 

字幕：1月 30日 11:10，湾里服务区（南昌），距离目的地 775公里 

（刘传刚通过手机查询配货消息） 

解说：出门在外，最能抚慰人心的，莫过于一口热乎的饭菜。在记者劝说下，很少

在服务区消费的刘传刚，终于在饭点走进了餐厅。 

刘传刚：一般进服务区就是放松一下，下来休息一会。整天坐着腿也麻，下来放松

一下，再就是去服务区里面洗洗漱。 



字幕：1月 30日 19:10，南康西服务区，距离目的地 408公里 

（刘传刚用山东话同其他司机交流） 

解说：江西赣州南康西服务区，刘传刚浓郁的山东口音，让他很快在自助餐厅结识

了两位同乡。 

（刘传刚用山东话给年轻司机讲解路线） 

货车司机李贝贝：我是山东东营的，昨天从寿光装了一车蔬菜，送到（往）广州。 

货车司机陈仁杰：我是山东临沂的，昨天从寿光装的一车蔬菜，到广州白云市场。

我们俩是一起的伙伴，一个人一个车到广州白云，今天是（离家）第三天了。 

解说：夜幕下，两位年轻的货车司机轻按喇叭向我们告别。 

字幕：1月 31日 02:00，东部快速路站，距离目的地 13公里 

解说：从寿光出发，历经 37个小时，货车到达东莞。 

解说：在完成“绿通”验证、免除车辆通行费后，刘传刚将车停到了收货方指定的

仓库门口。按最快速度推算，当天下午，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消费者就能在商

超购买到这批来自山东的农产品，而刘传刚也将开始新的远征。 

（音乐起，回顾此行几次“跨省”的时间节点） 

字幕：1月 29日 14:00上高速；1月 29日 19:30进入江苏；1月 29日 20:53进入安

徽；1月 30日 08:36进入湖北；1月 30日 09:20进入江西；1月 30日 22:27进入广

东 

游兰英：2024年希望种大棚的黄瓜好、收成好、价格好，财源广进。 

王敏利：我希望 2024 年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吃上我们合作社种的蔬菜。 

陈仁杰：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卡友，都挺不容易，然后希望所有的卡友平平安

安的。 

李贝贝：希望各位卡友能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出行、平安回家，同时希望各位的父母

能够健康快乐、平平安安的。 

刘传刚：我今年的愿望就是希望今年我早点回家，陪着老人、老婆孩子过一个快乐

吉祥的新年。 

（片尾字幕：采访、拍摄、剪辑：瞿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见报文本 

千里运菜记 

本报记者 瞿芃 自广东东莞报道 

吃过早饭，游兰英和同村的姐妹们开始忙活起来。凌晨三四点采摘的新鲜黄

瓜，在她们熟练的操作下，经过分拣、称重、保鲜处理和封箱，整齐码放在仓库的

四角。 

这间库房，是山东省寿光市文家街道王家大庄村的一个收菜点。游兰英打包的

这批黄瓜，陆续被送到邻近的新天地果蔬专业合作社，与西红柿、苦瓜、土豆、辣

椒、丝瓜、山药等十余种蔬菜一同搭上南下广东的货车。 

从寿光运送蔬菜到广东，货车司机刘传刚跑了 4年，累计 120余趟。得知记者

搭车随行，老刘从合作社的厨房接来热水，将驾驶室里里外外擦了个遍：“我们吃

住都在车上，车里就是我们的家。” 

寿光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和批发市场，仅新天地一家合作社，平均每

天就有 100多吨蔬菜运往广东、重庆等地，日均销售额五六十万元。新天地合作社

理事长王敏利介绍，为保证春节期间蔬菜供应，合作社生产不停、物流不断，除了

除夕当天不发车，其余时间“每天都发车、每天两三车”。 

持续不断的蔬菜供应，意味着众多货车司机要奔波在路上。刘传刚掏出手机，

点开日历：“今天是 1月 29日，腊月十九，但愿咱们到广东后能顺利配上返程的

货，在春节前赶回来。” 

装车完毕，刘传刚同王敏利签下一纸报酬为 7000元的运输合同，于中午 12点

50分驶出合作社，向着 2060公里外的广东东莞出发。 

随行途中，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货车司机的辛劳与不易。用老刘的话说，原先看

别人跑长途感觉挺好，能去不少地方，等到自己也买了车，开上一段时间后，就只

剩下腰酸背痛了。 

“虽说能去不少地方，但都待不了几天，配到货就得马上走。而配不上货情况

更糟，‘空放’的油费、高速通行费都得自己出。”刘传刚告诉记者，4年长途下

来，发现去哪都不如在家好。 

出门在外，家是永远的牵挂。当上货车司机后，刘传刚已经 4年没在家里过

年，除夕夜不是在路上，就是在海南等地等待配货。这位 51岁的山东汉子，上有

70多岁的父母，下有即将满“百天”的孙女。儿行千里母担忧，每半个月，老母

亲就会给他打一次电话，听他报个平安。 



货车一路向南，从临沂驶出山东，再由宿迁离开江苏，在 30日凌晨两点半到

达安徽省桐城市香铺服务区。行程过半，刘传刚决定，在这里睡上一觉，等天亮再

出发。由于路途劳累，在驾驶室后排的小床上躺下没多久，老刘便进入了梦乡。 

行车赶路，最能抚慰人心的，莫过于一口热乎的饭菜。在记者反复劝说下，很

少在服务区消费的刘传刚，终于在饭点走进了餐厅。其间，在位于江西赣州的南康

西服务区自助餐厅，老刘浓郁的山东口音，让他很快结识了两位同乡。 

陈仁杰是山东临沂人，与来自山东东营的李贝贝各自驾车，从寿光运送蔬菜去

广州。得知刘传刚常跑广州，两位“90后”货车司机喜出望外，抓住吃饭的间隙

向这位“老师傅”请教路线问题。 

走出餐厅，夜色正浓。陈仁杰和李贝贝先行启程，在经过老刘身边时轻按一声

喇叭，以货车司机特有的方式向他告别，随即消失在夜幕中。 

31 日凌晨两点，在离开寿光 37个小时后，记者随刘传刚到达东莞。在东部快

速路收费站，工作人员以现场测量和抽样检查的方式完成了“绿通”查验。 

受益于近年来施行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这一车载重 18吨的寿光

蔬菜得以“免费”通行。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均每天有几十辆“绿通”车辆从该站

点进入东莞，进一步丰富了珠三角的“菜篮子”。 

刘传刚驾驶货车停靠在收货方指定的仓库门口，这趟跨越 2000公里的旅程随

之画上句号。从当天下午开始，这批来自山东的农产品便陆续进入广州、深圳、东

莞等地的商超。而刘传刚，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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