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声“爸爸”，是他生日收到的最好礼物
本报报道引发持续关注，爱心人士免费送来助听器，31岁的父亲第一次听到女儿的声音

外卖小哥自学英语8年
努力的样子闪闪发光
他自诩是追梦“老男孩”，想成一名双语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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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午高峰刚结束，希望采访能快
一点……”1月8日， 岳阳美团外卖小哥易
勋接起电话， 言语中夹杂着一丝急切。刚
送了十几单午餐外卖的他，打算吃一份快
手午餐后，继续投入忙碌的晚高峰送餐。

这名肤色黝黑、 笑容爽朗的岳阳小
伙，自学了8年英语，在快手、小红书上展现的流利英语，让网
友看到普通人努力生活、追逐梦想的模样。“Your�order�has�
arrived”（你的外卖到了），尽管默念无数次的送餐开场白很
少有机会使用，但他自诩是追梦“老男孩”，2024年计划考雅
思、导游证，成为一名双语导游。

自学英语，他是追梦“老男孩”

易勋与英语的缘分，得从初中讲起。
一个晴朗的午后，校园广播响起西城男孩的《My�Love》。

“这首英文歌这么好听，我能唱出来吗？”回忆往事，易勋的语
速明显慢下来。于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生活费在岳阳市买到西
城男孩的磁带、找同学借随身听，开始模仿。

前进、倒退、前进、倒退……鲜有人用智能手机的年代，听
英文歌要把磁带放进随身听、收音机里。模仿英文歌的唱法和
发音，只能反复按前进、倒退按钮；英文学习资料太贵，他周末
用攒下的零花钱泡在网吧，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我在宿舍哼唱《My�Love》，同学都不敢相信普通话都
夹着村音的我，能把英文歌唱得这么标准。”易勋说，从那以
后，他被同学称作“英文小王子”，性格腼腆、不爱与人交流的
他有了三五知己。

热爱是坚持的理由和答案。弃笔从戎、酒水批发商、外卖小
哥，退伍后的易勋有很多身份，但从未放弃自学英语。2016年，
他下定决心要学好英语，有人说英语的基础是学好音标，他捧起
枯燥难懂的音标书反复阅读；有人说模仿是英语学习的关键，他
便搜罗豆瓣评分最高的英语电影反复观看。

如今，易勋尝试在等餐、送单途中听英文歌，闲暇之余寻
找更高效的口语学习方法。“我读英语会很大声，听英文歌也
会把音响稍微开大一些，在阁楼不会打扰别人。”易勋告诉记
者，他还在家里的阁楼布置专属“英语角”，这一方小天地也
是谋生路上最自得其乐的一隅。

勇敢面对镜头，梦想是做双语导游

2023年3月，易勋如往常一般送外卖，敲开客户家大门，
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学了这么多年英语，终于有了用
武之地！”于是，他鼓起勇气介绍自己，这位国外帅小伙也惊
讶外卖小哥的发音。

两人简短的沟通，让易勋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尝试用
英语记录外卖小哥的日常生活？翻译、核对、确定文案、拍摄、剪
辑……第一条短视频时长不足一分钟，他却花了整整5个小时。

“太棒了！心中有诗和远方的外卖小哥……”“佩服你！你
的梦想和爱都还没有被生活磨灭……”“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这普通的生活才变得绚烂，所以陌生人加油！”易勋发布的短
视频，全球各地的网友都为他加油、点赞；网友的正向反馈也
成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世界从不缺有梦想的人，但也帮助
有梦想的人。”他说。

“借外卖小哥的身份炒热度？”面对网友的质疑，易勋直
言，不会放弃外卖小哥的身份转型做全职自媒体人，“外卖是
多劳多得的工作，我需要这份稳定的工作维持生活。”

初听还是懵懂少年，再听《My�Love》已是曲中人。“参加
雅思考试，考取导游证，最好做一名双语导游！”2024年，易勋
有了新的目标。正如他在当兵时写下的梦想“be�a�transla-
tor”那般，多年之后，他依然在追梦的路上。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滕凤英

喧闹的夜市中， 张永胜夫妻俩的小摊是
最特别的存在。夫妻二人来自湖南岳阳，虽然
两人都是聋人，但因为女儿小涵的到来，日子
过得很满足。不幸的是，女儿的听力与声带存
在一定问题，夫妻俩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治疗，
决心来长沙打拼。送过外卖跑过腿，虽然工资
可观，但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原本性格内向
的孩子，更加孤僻。

为了能给小涵更多陪伴，2022年6月，夫妻
俩买下自己的小摊， 在长沙最繁华的四方坪夜

市经营“无声鸡蛋仔”。小摊每天的收入维持在
400元到500元左右，但小涵每日康复全托费用
需要300元—500元， 加上摊位租金和生活开
销，生活有些拮据。尽管如此，夫妻二人还是拿
出全部积蓄，给小涵购买了人工耳蜗和助听器。
在夫妻俩的努力下，小涵成长得健康而快乐。

无数个摆摊的夜晚， 懂事的小涵都会站
在小摊边，充当着父母的传声筒，帮父母招揽
生意。无数个夜晚，一家三口都会因为彼此的
陪伴而幸福满足。

1月4日， 充满爱心的自媒体博主再次讲
述了无声小摊的故事， 面对为何3人都有听
障，只有孩子佩戴人工耳蜗和助听器时，张永
胜说：“我和妻子可以听不见， 但女儿必须听
见。”父母无私的爱，感动千万网友。

“爸爸，生日快乐”，1月8日，经过一个上
午的调试， 张永胜终于顺利佩戴上爱心人士
赠送的助听器，第一次听见了女儿的呼唤，眼
角落下的泪是幸福的见证。 张永胜紧紧地抱
着女儿，倾听着他期盼已久的声音。懂事的小
涵似乎读懂了父亲的情绪， 她轻轻地抚摸着
父亲的肩膀， 一遍遍地呼唤着她再熟悉不过

的称呼———“爸爸”。张永胜沉浸在幸福之中，
收到了31岁最好的生日礼物。

“特别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戴上助
听器，张永胜努力用并不标准的发音，表达着心
中诚挚的感谢。充满爱心的报道和自发宣传，让
无声小摊前经常排起长队， 队伍中还有很多从
全国各地特意赶来的爱心人士。 这些原本素不
相识的面孔，因一份善意温暖了冬日。

“希望能够一直陪着女儿健康长大，也希
望和女儿多沟通交流， 让她像其他小朋友一
样正常上学。”张永胜的愿望很简单，也是一
家人努力生活的动力。

最好的生日礼物，第一次听见女儿声音

无声小摊是坚守，也是一家人的希望

张永胜一家三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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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小摊，爱意流转。为赚钱治疗女儿的听
力与声带问题，同是聋人的张永胜、湛静夫妻来
到长沙最繁华的夜市，摆起了无声小摊。三湘都
市报《聋人夫妻摆摊治女儿听障 网友纷纷赶来挺
小摊生意》（详见2023年3月8日A07版） 的报道
引发持续关注。越来越多的善意向这个小家庭汇
聚而来，远赴而来的顾客、自发帮忙宣传的自媒
体博主、出力出物的爱心人士……

1月8日，张永胜31岁生日，也是爱心人士为
他免费送来助听器的日子。戴上助听器，第一次
听见女儿的声音。一声“爸爸”，是他收获的最大
惊喜。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

通讯员 陈仑

《聋人夫妻摆摊治女儿听障 网友纷纷赶来挺小摊生意》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