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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你，可敬的志愿者
你们是直面疫情，维护秩序的

战士……”
晚上 11 点多，临睡前，刘成

再次掏出手机打开儿子的视频，
嘴角不由得泛起笑容，这是孩子
送给他的朗诵。

自7月20日南京禄口国际机
场爆发聚集性疫情，来自江苏顺丰
速运有限公司滨淮快运分部的收
派员刘成，便主动加入禄口街道白
云路社区的抗疫志愿者队伍中，到
目前已在这里连续志愿服务 25
天。

“没有工资我也做！”

7 月 20 日，刘成下班路上发
现所租住的小区紫荆苑拉起了
警戒线，执勤工作人员告诉他，
小区内确诊 9例新冠病例，均为
禄口机场工作人员，疫情防控需
要，只进不出，具体封控时间还
不确定。面对如此突发情况，刘
成当晚选择暂住亲戚租用的仓
库里。

第二天，整个禄口街道区域都
划为管控范围，外围道路逐渐封
控。这意味着，刘成不能正常上班
了。看到现场正在忙碌的白云路
社区党委书记，刘成毫不犹豫地上
前问：

“我去年做过抗疫服务志愿
者，你们需要志愿者吗？”

“志愿者是没有工资的，一切
都是义务服务！”

“没有工资我也做！”
就这样，刘成成为抗疫志愿者

的一员，每天奔忙在抗疫一线上，
为疫情防控贡献他最大的力量。

“累，但是很充实”

7月21日上午，从收派员变身
为志愿者的刘成，开上自带货车，
自费加油，继续着他的“特殊收派”
工作——为社区及居民运送各类
所需物资。

每天做好核酸检测，穿上防护
服后，刘成顶着高温，将生活物
资、防疫物资一箱一箱地搬上车，
从华商路 40号的大卡点运到社
区，再按照楼栋分类，分发到4个
小区的小卡点和150家商户居民
手中。

上百户的生活物资搬运起来
并不容易，需要按照住户房号码
放，方便小区内志愿者转送，一趟
下来，刘成全身都被汗水浸透。在
给门面商户派送时，只能通过“喊
话”的方式交流，每次都要在安全
距离外，烈日下，或雨雾中，看着商
户把一袋子蔬菜拿进屋，刘成又赶
忙派送下一家。

天气炎热，堆积在一起的瓜果
肉蔬极易腐烂。为了早点把新鲜
食材送到居民手里，刘成几乎24
小时待命，不论白天深夜，只要外
围卡点物资一到，便立即拉货。为
了节省时间，他干脆住在卡点上，
开始时是打地铺，最近有了一张行
军床。20多天下来，累计车程已
1000多公里。

热心肠的刘成除了派送物资
外，还跑腿当起了代购，为居民解
决生活急需。“小刘同志，我家宝宝
尿不湿没了，我不太方便出门，可
以帮忙买一下吗，谢谢！”求助居民
一个电话打来，他二话不说便向超
市赶去。有时遇到超市断货，还要

再换一家采购，遇到空货的情况，
还要反复寻找替代品。

“累，但是很充实！”在高温下
坚守了20多天，每天从早忙到晚，
但作为抗疫志愿者，刘成却越发感
到这份工作的神圣，有求必应、心
甘情愿地为居民解决困难。

“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

1981年出生的刘成，是宿迁泗
阳人，高中没毕业就跟着哥哥外出
跑货车，搞了10多年运输，后来到
南京干起了快递，“没文化，又要养
家糊口，只能干点体力活了。”在一
家快递公司干了5年多，没合同没
社保，一年到头得不到休息，伤病也
没有保障，送货上门，楼梯爬多了，
大件货物又重，几年下来太累了，浑
身是病，膝盖滑膜炎，都有积液了。
3个月前，刘成选择了相对规范的
顺丰速运，成为一名顺丰小哥。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当志愿
者了。”刘成告诉记者，2020年春
节疫情时，他回了泗阳老家，村里
封闭管理，他就在村卡点做了32
天的志愿者，“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我是社会一份子，理应担起这份责
任。”

刘成说，他70多岁的老父亲，
是一名有着50多年党龄的退伍老
兵，从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所以
一直教导儿女有能力就要帮助别
人，回馈社会。“社会需要你的时
候，你一定要挺身而出！”正是父亲
的教导鼓励，让刘成更加认识到志
愿服务的重要性及特殊意义，也一
路鼓舞着他在这支光荣的队伍里，
尽一份力，发一份热。

通讯员 于熹 徐晶 记者 谢丹娜

眼看着刚才还艳阳高照的天空乌
云渐渐压下来，守着一堆快递件的黄
贤孙皱起了眉头。马上大雨一来，这
么多堆在露天的货怎么办？疫情期
间，因为快递不允许送进小区，快递小
哥黄贤孙比以往多了不少烦恼。

今年31岁的黄贤孙是南京韵达快
递栖霞分公司的一名快递员，6年前来
南京做快递。用他的话说，算是“老
人”了。在他周围，快递小哥的流动性
非常大，两三个月就走人的是常态，有
的甚至干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像他
这样能坚持干好几年的很少。“主要原
因就是工作太辛苦，其中的酸甜苦辣
不是外人能体会的，很多人撑不下
来。”黄贤孙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有60
多名快递小哥分工跑80多个区域。每
天早上7点早会点名，然后分拣自己送
货区域的货件，扫描信息出库，装袋装
车，出发开始一天的送货。送完上午
的货，中午回公司吃饭。“还不错，公司
提供免费食宿”。稍微休息会儿，装了
下午要送的货，1点多钟再次出发。忙
到五六点回公司，再将揽收来的货件

交公司，完成信息录入等，一般忙到晚
上 7点半差不多可以结束一天的工
作。平均每人每天送货四五百件，多
的可以达到六七百件。扣除快递柜或
代理点的费用，小哥每送一件货可以
拿到0.6元。“每月平均收入不会低于
6000元。但这是平时的节奏，疫情期
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最近的派件量
只有之前的五分之一，而耗的工作时
间却反而增加不少。”黄贤孙说。

中午1点半，黄贤孙装好下午要送
的货，拎上预先冻成冰疙瘩的一大瓶
水，出发。从公司到需要送货的兴都
花园小区大约8公里左右的路程，黄贤
孙顶着中午的烈日，骑着电动三轮车
近20分钟时间到达小区门口，按照防
疫要求，近期快递都不让送进小区。
黄贤孙顾不上擦把汗，便将车上的货
卸下堆放在小区门口指定区域，一件
件扫描发信息、打电话通知货主。“平
时把货放进小区快递柜或者驿站等代
理点就可以走了，最近不行呢。得一
个个通知到，等人来拿货，可不敢把东
西随便放门口就走，很容易丢，那就都

得自己赔钱。”黄贤孙苦恼地说，为了
把每件货交到货主手里，他们不得不
花时间在小区门口守着货苦等，拿货
人的时间不定，他们的下班时间也就
没了准。有时候实在晚了，当天没送
出去的货，只好带回公司，明天再来
送，客户理解还好，遇到不讲道理的还
责怪没有及时送到。

说话间，天突然阴沉下来，“要下大
雨了，这么多货在露天怎么弄？”黄贤孙
自言自语，脸上显出焦虑。因为如果货
件被淋湿损坏，又是件麻烦事。“下雨了，
快找块雨布盖盖，都不容易！”这时有小
区热心居民过来提醒并张罗帮忙。黄贤
孙告诉记者，这个片区跑了好几年了，不
少居民都熟悉了，之前上门收送货时，常
会有热心人给他送瓶水、递根烟，说声谢
谢，“那一刻真的很开心，因为会感到自
己的劳动被认可和尊重！”

“烈日下，皮肤晒得像针刺，可以
忍；冰天雪地，滑倒了，爬起来继续
走。苦点累点没什么，最难过的是不
被尊重。”黄贤孙吐槽，前几天自己还
被“投诉”。客户没找到自己的货，就
责怪快递员把货弄丢了，都不愿意好
好沟通就直接投诉。“尽管最终找回了
货物，但我还是留下了投诉记录。”还
有的人不愿意把货放在快递柜，非要
我们送货到家，做不到就投诉快递员
偷懒服务不到位。“不就是个送货的
嘛”，在黄贤孙看来，这句话很伤人，

“还是看不起干这一行的，可也少不了
我们的服务啊！”

“送快递挣的就是辛苦钱，也是熟
能生巧，多劳多得。”黄贤孙高兴地告
诉记者，今年四月份，他作为公司代表
参加栖霞区首届非公快递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还拿到了优胜奖。“这么多年，
我也坚持下来了，相信一切都会越来
越好！” 本报记者 鲍晶

“您的快递到了,疫情期间，我进
不去小区，请您到大门口来拿一下好
吗？”

上午10点多，在龙江阳光金峰阁
小区门口临时设置的快递放置处，一
个一米八左右、皮肤黝黑、身穿蓝色工
作服的男子一边熟练地从电瓶车上抽
出包裹，一边快速拨打着电话。他叫
宗来堂，是南京德邦物流有限公司热
河南路第二分公司的一名快递小哥。

每天早上7点半，宗来堂就赶到公
司网点，先卸货，把自己负责投送片区
的快件全部分拣出来，扫描录入信息，
然后整理装车。上午9点半，他骑着电
瓶车开始了第一轮投递，文荟大厦—
阳光金峰阁小区—白云园小区—碧树
园，下午集中送新城市广场商户的快
件。每天必走的这条线路，已让他熟
悉每一个小区、每一个楼栋。

这天送的第一单，宗来堂就遇到
了麻烦，两个装了医疗器械的大纸箱
封口处有些破损，收件人非常不满：

“这些货我们是要寄给国外客户的，外
包装破破烂烂的肯定不行！”经过一番
解释并与厂家电话沟通，收件人才勉
强付了运费，但还是加了一句“万一发
现里面少了什么东西再找你哦”。宗
来堂没有感到委屈，“这样的事情经常
会碰到，习惯了，要是真拒收，我这趟
就算白跑了。”

在白云园小区门口，宗来堂从车
上搬下一件件包裹，放到临时快递架
上，用笔在外包装上留下醒目的标记，
并拍照留存，再一一打电话，“跑了几
年下来，跟这一带居民都熟悉了，他们
什么时间在家、喜欢把快递放在哪里，
我都知道。有的送到指定位置后，发
个微信说一声就可以了。”

一位奶奶带着孙子来拿快递，发
现是个较重的大箱子，便要求宗来堂
帮忙送上楼。然而，小区保安因疫情
防控需要，拦住了宗来堂。无奈之下，
宗来堂不停地跟这位奶奶说着“不好
意思”，并向保安借来小推车，供她使
用。

“平时，我们公司要求必须把快递
送上门，送一份快递拿三四块钱，像空
调、冰箱这样的大件也一样，爬7楼都
没有另外的楼层费。疫情期间，好多
小区进不去，所以效率稍微高一点。”
宗来堂说，“我配送范围内的老小区都
没有电梯，送大家电、家具，都得一个
人扛上去。”

临近 11点，眼看车上
的包裹越来越少，宗来堂放
松地笑了。“上午一车快递
送完，差不多11点多，就在
路边吃个 10 几块钱的快
餐，然后返回网点，下午继
续送两到三趟。”

宗来堂不时地擦着从
额头上滚下来的汗珠，脸上
的口罩和身上的衣服已经
湿透，“苦点累点都不怕，就
怕客户投诉。”宗来堂说，7
月 27日那天下大暴雨，上
午去取件，因客户不在家，
改约下午上门。下午接到
客户电话后，宗来堂冒着
雨，15分钟赶到了小区门
口，谁知客户不知道怎么不
高兴了，取消了订单，还打
电话投诉，说他不按时取
货。“就这么一个投诉，我的
五星好评奖瞬间被降为一
星，这个月的收入一下子损

失了1000元！”
平时为了多干活多拿钱，加上快

递行业一直缺人，宗来堂经常连续一
个多月不休息，“可能因为行业竞争太
激烈，运费一降再降，我们的计件工资
最近又下调了。而处罚力度却更大
了，收件一单拿0.5元，但如果开错单，
一下子就罚两三百元。”

谈到对未来工作的期盼，宗来堂
坦言，希望公司的规章制度更加人性
化，在现有意外伤害险的基础上多一
些休假、疾病方面的保障和福利，让快
递员工作得更安心。

本报记者 陆夏彩君 谢丹娜

快递员已成为大家最常打交
道的职工群体。据统计测算，目前
江苏快递从业人员达30万。而这
一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引发了
社会广泛关注。本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快递从业人员有“六
苦”，而这些辛酸在加盟模式下更
为突出。

一苦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
长、劳动强度大”，是很多快递员的
共同感受。在没有电梯的老旧小
区，快递员必须搬着货物爬上爬
下。这样高强度的劳动是否会带
来职业损害，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
究成果，但因此而导致的离职率显
而易见。

二苦交通安全风险高。受访
快递员均表示，自己的收入与送货
量提成挂钩。这种计薪方式加上
限时配送的惩罚机制，倒逼出分秒
必争的工作节奏。一些从业人员
为了提高效率，随意闯红灯、逆行、
超速、占用机动车道、随意停靠、骑
行过程接打手机等，带来极大的安
全隐患。目前，交通事故已经成为
快递从业人员最主要的工作伤害。

三苦职业健康风险大。快递
行业超长的工作时间导致很多从

业人员无法准点作息、按时就餐。
遇到电商促销的时节，为了抢占智
能快递柜、尽快去库存等，很多从
业人员连睡觉休息的时间都没
有。胃肠道疾病在从业人员中属
于高发疾病。长时间的骑行、走
路、爬楼等简单运动，导致一部分
人出现了腰椎疾病和关节炎。

四苦工作环境差，缺乏劳动保
护措施。快递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
户外劳动者，日常工作状态就是风
里来雨里去，不是在揽收、投递，就
是在揽收、投递的路上。由于工作
地点分散，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无
法提供有效的保障，快递从业人员
普遍存在就餐难、歇脚难、如厕难等
现实问题。在高温、寒冷、梅雨、台
风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这些困难尤
为凸显，也很容易引发事故风险。

五苦投诉压力大，职业荣誉感
不强。快递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
一部分快递企业管理粗放、随意性
大，“以罚代管”普遍存在。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面对客户投诉，快递
公司往往选择息事宁人，不论从业
人员是否有责任与过错，都会被要
求向客户道歉、向公司交罚款。由
于缺乏相应的维权机制，从业人员

在工作过程中遇到客户刁难或遭
受委屈时，为了避免被公司罚款，
不得不默默承受。

六苦职业发展通道狭窄，晋升
渠道不畅。上升空间对于职工不
仅意味着更高的职位与薪酬，更是
对其价值的肯定，以及获得更多工
作经历的机会。采访中，虽然有快
递企业表示建立了岗位晋升机制，
但在本单位有过职务、职级晋升的
快递从业人员却只有13.0%。这
一方面是因为快递行业入职门槛
较低，企业技能培训不多，导致从
业人员素质不高，晋升空间小；另
一方面也是因为快递企业的提拔
晋升机制还不够完善，导致从业人
员的工作激情和向上动力不足。

据人社部门有关专家介绍，目
前只有顺丰、EMS、京东等快递网
点属于直营，其他快递企业，包括

“三通一达”的网点，基本以加盟为
主，此类经营形式普遍存在门槛过
低、层层分包、管理混乱等现象，加
盟商与快递公司之间仅是合同契
约关系，而快递员是由加盟商自行
招用、管理、支付报酬，从而引发劳
动关系认定、权益保障等一系列难
题。 本报记者 谢丹娜

作为世界第一快递大国，目前，我国日均快递业务量达3
亿件，业务规模连续7年世界第一，对GDP增长贡献率高达
1%。现有 300 多万快递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中不可或
缺、不容小觑的新生力量。

随着快递业的发展，快递小哥队伍愈加庞大，他们的“苦
恼”也日益凸显：劳动强度大、职业保障差、社会认同不高
……小哥们渴望尊重但缺乏应有认同，身在城市却难以融
入，成为大家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

解决好快递小哥的“急难愁盼”，不仅是维护其合法权益
的当务之急，也是推动快递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近来，
国家邮政局等七部门出台《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
障工作的意见 》，就如何维护快递小哥合法权益，从保障合

理劳动报酬、提升社会保险水平、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等8个
方面，提出目标任务，明确责任措施。作为一项政策制度安
排，意见来得正当其时，为快递小哥撑起了全方位的“保护
伞”。可以想见，有这样的“顶层设计”为快递小哥遮风挡雨，
他们的权益将更有保障，会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快递小哥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是我们美好生活中的服务者，全
社会都应该尊重善待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心呵护。尊重善待快递
小哥，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它会让我们的城市更有温度、更
具温情、更加温馨。某种意义上讲，尊重善待快递小哥就是尊重善待
我们自己，因为他们的辛勤付出，关系着我们的幸福、社会的安宁。
尊重善待快递小哥，我们不妨从一个真诚的微笑、一句暖心的问候、
一件他们关心的点滴小事做起，让快递小哥安心奔跑、追梦无忧。

在城市中穿梭和坚守在城市中穿梭和坚守他们他们，，
黄贤孙黄贤孙：：渴望渴望““我的劳动被尊重我的劳动被尊重”

顺丰小哥刘成的顺丰小哥刘成的““特殊派送特殊派送””

宗来堂：盼多一点福利和保障

【采访手记】

加盟模式下，快递员更加“不容易”

别让快递小哥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何应洋

摄影：张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