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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送餐员、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上
海交大校园有近3万学生，

学生待在寝室配合闭环管

理，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师生是一

条心的。我和留校的同事成为学

生们的依靠，一日三餐，一天近10

万份餐食全靠我们一盒一盒亲手

接力传递。大家都说上海交大有

最强送餐“天团”，其实我觉得没有

什么高大上的黑科技，一切无非源

于大家共同的对学生的珍视罢了。

我也是送餐队的一员，既负责

开车又要装卸货，和其他老师一

样，每个人每餐几乎要经手几百甚

至上千份盒饭。我们的智能车实

验室拿出了无人车，贡献了多种运

输方案，还有同事以运筹学优化配

无人小巴装上了1500份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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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贴”经济账只为最终胜利

在走进社区与居民群众一起
抗疫的这段时间，我感受到了巨
大压力，自责内疚过，情绪低落甚
至哭过，但同时，我也感受到有一
种被需要的幸福。

“
”

3月底，当我走进三门路358弄和

居民群众一起抗疫时，我和大

家一样，都以为这波疫情很快会结

束，并没有持续作战的心理准备，

更没想到连我自己后来也被感染

了。说实话，随着社区感染病例不

断增加，我感受到巨大压力，自责

内疚过，情绪低落、黯然流泪甚至

偷偷嚎啕大哭过，但我从未后悔当

初的选择。

在我看来，这个社区是我工作

的地方，是理应付出心血耕作的

“一亩三分地”，这里的居民群众需

要我。两个月中，我无数次地感到

自豪和欣慰，社区居民群众的理解

包容、认可信任让我从未感觉到孤

单，忙碌的我甚至忘了时常关心问

候同在封闭管理中的家人。即便

是在我确诊感染被集中隔离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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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细节。其实无人小巴、无人物流

车都是我们团队一直在研发的。

无人小巴容量大，能装更多，无人

小拖车日常也承担着大结构货物

的运输和测试，是天然“送货车”，

自然就想到利用它们。在此次校

园送餐中，无人小巴最多一次运了

1500盒，小拖车的三层结构拖斗

能实现单车780份盒饭的运输。

我们刚开始送的第一餐，花了

3个小时才全部送到。效率太低

了！这意味着最后拿到餐盒的学

生要很晚才能吃上。所以，如何提

升送餐效率是大家重点琢磨的事

儿。送盒饭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

是越装得多越有效率，不仅要考虑

用什么车，还需要全流程各环节的

优化。我和工程师给无人小拖车

增加了固定部件，让盒饭不晃动；

无人小巴这样的大型车辆容量很

大，能装几千盒，但只有一个门，装

卸效率低，所以要找到能让学生尽

快吃上热饭的最优解才行。

说来有趣，送餐“天团”真有点

“卷”。不同院系、部门的团队都在

动脑筋优化送餐，好的方案还会共

享，大家学习提升再改良。后来，

在上海交大送餐“天团”群策群力

的持续努力下，只需要30-40分钟

学生就能吃到食堂的饭了。

有一次，有人看到我们校外试

验场地的无人物流车视频，打趣说

“是时候该研究无人‘三蹦子’了！”

那是为厂区环境研发的，真的用盒

饭来计算的话，单车装载能到2500

份。不过我可不希望它真的开进

校园，当时交大的疫情已经进入决

战期，能看见曙光了，我更希望学

生们很快能走出来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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