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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的士大食堂服務司機群體 菜價九年只漲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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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老闆，我
手機快沒

電了，你的充電
線借給我用用。」下午一點半，剛把的士在門
口停好，司機錢師傅就熟門熟路地穿過擺滿熱
菜的櫃枱，逕直走到孫益輝的身邊，「搶」走
了他正在使用的手機充電線，然後笑呵呵地拿
着餐盤，打起菜來。「今天的蔥煎小鯽魚看起
來蠻不錯的，幸好我來得早，不然就吃不到
了！」錢師傅選了兩葷一素，又打了滿滿一碗
飯，「見縫插針」地找了個座位，一邊吃一邊
與鄰座的食客聊起天來。

考慮司機痛點 店舖選址方便停車
像錢師傅這樣的顧客，孫益輝每天要接待近千
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的士司機，而這也是他開
設「的士大食堂」的初衷。「我今年51歲了，人
生中有18年都在路上跑。」孫益輝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1997年，他與弟弟承包了一輛出租車，
一人開白班，一人開夜班，用車輪見證了寧波的
發展與變化。「2015年，弟弟說自己年紀大了，
想換份不用到處跑的工作，後來他拿出積蓄在近
郊辦了個廠，我們這對十幾年的『的士』拍檔也

就散了夥。」
沒了拍檔，孫益輝也

動起了轉行的念頭。思
來想去，他決定從自己
以前當司機的痛點入
手，開一間專門服務的
士司機的餐館。「開的

士，賺錢就是與時間『賽跑』，很多司機經常以
饅頭果腹或是餓着肚子開車……」孫益輝回憶
道，當年他最怕的兩件事，一個是餓了沒飯吃，
一個是沒地方上廁所。「為了解決這兩需求，不
知道被抄了多少次牌，所以都是能忍則忍。」長
年飢一頓飽一頓的生活，讓他至今仍飽受慢性胃
病的折磨。
「因此，當我想到要開餐館時，第一個關注
點就是地段——要方便停車，最好是下車就能
進店吃飯的那種。」轉悠了小半個月，孫益輝
看中了如今的店址——賀丞路80至82號，一個
丁字路口的交叉點，道路寬闊，能同時停下好
幾排車。有了店址，下一步要考慮的就是菜品
和菜價。「開的士賺錢不易，所以菜價不能太
貴，最好一頓飯十幾元就能解決，而且選擇要
多，菜還得是熱騰騰的，這樣他們吃飽了、吃
好了，才有精力好好開車。」

自助打菜節省成本 亦有家的感覺
為了降低運營成本，最開始餐館只招了兩個炒

菜的師傅，其他雜活兒都是孫益輝夫妻以及他的
老母親一起幹，這也使得店裏的菜價能比周邊便
宜20%至30%。「蔬菜去年之前都是五元一份，
後來實在扛不住才漲了一塊錢，葷菜基本也都控
制在十元以內。」為此，孫益輝隔一天就得凌晨
開車去寧波市奉化區的方橋批發市場買菜，回到
餐館後睡上四五個小時便起來忙當日的午餐。到
了下午三點，他會再瞇上一小會兒，然後開始忙
晚餐與宵夜，一直做到凌晨四點多。
然而就算再省，孫益輝也從未省過給司機師

傅們準備的免費茶
葉。「雖然不是什
麼 好 茶 ， 但 很 濃
郁，是我以前開車一直喝的茶，提神效果挺不
錯的。」孫益輝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從開
餐館以來，店裏永遠備着幾斤茶葉。「那些老
客來這裏跟回家一樣，看到罐子空了就會自己
去開抽屜，幫忙把茶葉再灌滿。」與此同時，
為了節省人工費用，整個餐館從打菜到添飯都
是自助式的，看起來更有家的感覺。

為便利夜班司機 貼錢也營業
「其實最開始只做三餐的。」但一想到的士司
機吃飯時間不固定，孫益輝便將開門的時間拉
長，直至如今的24小時。「除了凌晨四點多到
上午九點半，其他時間人們隨時都能在這裏吃上
熱菜。」即使在非營業時段，「的士大食堂」也
從不關門，方便路過的司機師傅進來灌壺熱茶，
或是上個衞生間。如果實在餓了，司機師傅也可
以自己開爐煮麵，付款「看着給」就行。
事實上，隨着夜班司機數量的減少，後半夜
的餐館是不賺錢的，有時甚至還得往裏面貼
錢。「以前後半夜能做兩三千元，現在也就幾
百元的生意，還不夠貼補電費。」即便如此，
孫益輝依然堅持「24小時不打烊」，為的士司
機留「一盞燈」，「我了解過，除了流動攤
販，基本上後半夜開着的就是些燒烤店或者酒
吧，一頓飯下來少說也要四五十元，對於的士
司機而言太貴了。如果我不開門，他們又只能
啃乾糧或者餓着肚子開車了。」

用餐高峰時段，在餐館裏跑前忙後的，除了孫益輝與他

的愛人，還有一位年邁的身影——那是他72歲的老母親。

她雖然嘴裏偶爾念叨着「累死累活也賺不到幾個錢」，但

依然用實際行動支持兒子的決定。「開餐館以來，最虧欠

的就是家裏人。」孫益輝坦言，為了節約人工成本，他的

愛人與老母親都把自己給「搭」了進去。「我老婆跟我輪

班倒，我媽則會在用餐高峰時段過來幫忙。」

「房租和人工成本在那兒，少開一天就少賺一天的錢，

也會讓老客們失望。」因此，每年除了過年前後的十

天，「的士大食堂」的燈光總會準時亮起，迎接着來

來往往的食客。「我老婆有時候也會抱怨，說自從

開餐館以來，每天只能睡四五個小時，人也老了

不少。」孫益輝有些內疚地說，他老婆以前還

挺愛漂亮的，現在每天忙得兩點一線，很多年

沒買過新衣裳，更不用說出門旅遊了。「她

跟着我，吃苦了。」

九年時光匆匆而過，孫益輝的兩個孩子

也先後走上社會，工作掙錢了。「這幾年

孩子們都在勸我把店關了，說現在家裏

沒有太多經濟壓力，讓我陪他們的老媽

享受生活去。我每次都說，明年，明

年。」明年復明年，這間小小的餐館不

僅沒有關門的跡象，反而越做越紅火了

起來。「現在你坐的裏間，是我去年才

租下來的，這樣高峰時段司機師傅就不

用等位了。」孫益輝突然沉下嗓音：

「家裏人催歸催，這裏那麼多老面孔，

我哪裏捨得關門呢。」

九年老客寧願繞路也要來吃飯
「餐館開業第一年，我就在這裏吃了，到

今天已經九年多了。」汪師傅一邊選菜，一

邊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只要是三公里

內，我都寧願繞點兒路過來吃飯。」這天中

午，汪師傅打了兩份小海鮮，加上米飯也才18元

（人民幣，下同），比去其他地方着實便宜了不

少。「孫老闆還

是 很 有 勇 氣

的 。 」 汪 師 傅

說，他自己也是

老司機，車齡比

孫益輝還長，但

依然沒動過轉行

的念頭。「這幾

年錢不好賺，做

生 不 如 做 熟

啊。」

九年前因為同

行介紹，汪師傅

第一次走進了「的士大食堂」。「那時候孫老闆還沒現在

胖，他看到我進來，就笑瞇瞇地招呼我說，你自己動手打

菜，可以多選幾個菜試試味道，只要裝在一個盤子裏，我就

算你一份菜錢。」直到今天，只要是蔬菜，孫益輝依然會建

議客人拼幾個菜吃，一盤只收六元錢。

誰有難事大家都會鼎力相助
「味道怎麼樣？」「老好了！」「不夠就再添點兒，不收

你錢。」「不吃了，再吃就跟你一樣胖了……」幾句話之

間，老闆與老主顧之間的熟絡感便在這小小的空間裏瀰漫開

來，引發了一陣陣笑聲。不過，像這樣的調侃每個人也就接

上幾句而已，吃完飯大家就要匆匆離開，趕着去接下一單生

意。「我這裏的『翻枱率』特別高。」孫益輝坦言，為了多

做生意，的士司機都吃得很快，一頓午飯連打菜到吃完，也

就十幾分鐘的時間，很少有人會坐着閒聊的。

雖然日常來去匆匆，但誰真有什麼事兒，大家也會鼎力相

助——熟悉的同行家裏出現變故，兄弟們湊錢、慷慨解囊；有

司機遇到客人刁難，聽到的都會勸慰幾句，出出主

意；新人要入行，「老司機」們就毫無保留地介紹

資源、提供方便……「開的士是份辛苦的行

當。」孫益輝坦言，給餐館取名「的士大食

堂」，也是為了開闢一片「自留地」，讓同

行們有一個可以抱團取暖的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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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寧波老城區有這樣一間飯店：24小時不關

門，茶葉與熱水就擺在入口處，哪怕不吃飯也可以進來上衞生間，或

往保溫杯裏灌壺熱茶；這裏的菜價九年只漲了一元錢（人民幣，下同），

主打一個「10元吃飽，15元吃好」。這間由的士老司機轉行開設的小餐館，有

一個響亮的名字——的士大食堂，老闆孫益輝用「一盞燈、一餐飯」向過去的同行們傳

遞溫暖，也向都市夜歸人們釋放善意。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浙江寧波報道

「老闆，結賬」、「老闆，幫我兌
點兒錢」……整個下午，陸續有的士司機進店吃

飯、兌換零錢。孫益輝一手拿着可以「掃碼」的POS機，
一手捏着一沓零錢，嗓門洪亮地招呼客人。偶爾有人不小心報錯菜
名或報少了菜品數量，他也不怎麼計較。「以前我每個月至少要兌六萬
元零錢（人民幣，下同），都不夠司機師傅換的。」孫益輝笑着回憶道，彼
時常常有人點了幾元錢的菜，卻拿出了一張百元整鈔買單，於是只能掏出一疊
零錢找回。
為了備足零錢，孫益輝甚至想辦法結交了銀行的朋友，每個月月初開車去兌零錢。
「那一元硬幣重的啊，得兩個人抬着走，車都被壓得往下沉一沉。」與之相對應的，是如
今越來越便捷的支付方式——只要對準手機掃一掃，餐費便「瞬間」進入了賬戶。「現在
一萬元的零錢，幾個月都換不完。」孫益輝說，「因為餐館是24小時不關門的，以前我還
得每天凌晨把當天收到的餐費和零錢扛回家，早上再扛過來，現在一個皮夾就能裝完了，輕
便多了。」
不過，除了便捷，互聯網帶給行業的，也有困擾。「網約車的興起對的士生意影響很大，
尤其是夜班，現在沒什麼人願意開了。」孫益輝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以往店裏有三個用餐

高峰時段——午飯、晚飯和宵
夜，但如今來吃宵夜的司機越
來越少。「之前凌晨兩點都能
坐得滿滿當當，但現在過了
凌晨一點，店裏就沒什麼生
意了。」雖然早已轉行，
但孫益輝仍自詡是半個
「的士人」， 「 行 業
好 ， 我 的 生 意 才 會
好。祝願大家多多
接 單 ， 一 起 發
財。」

從「
繁重」零錢找換到便利掃碼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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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錢師傅司機錢師傅（（左左））熟門熟路熟門熟路
地來店裏給自己手機充電地來店裏給自己手機充電。。

◆◆老主顧的士司機汪師傅老主顧的士司機汪師傅（（左左））與老闆與老闆
孫益輝聊天孫益輝聊天。。

◆◆「「的士大食的士大食
堂堂」」店舖周店舖周
圍便利的士圍便利的士
司機停車司機停車。。

不捨得關門 給同行抱團取暖港灣

▼老闆孫益輝偶爾也
會上手幫忙打菜。

◀用餐高峰時段，「的士
大食堂」坐得滿滿當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