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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就地过年，温暖从不
缺席。日前，共青团山东省委、
山东省青联联合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主办，济南万科等企业
单位协办，发起“就地过年，青
春力量”2021温暖新春行动，号
召社会各界通过捐助物资、提
供服务、丰富文化生活等形式，
对留在山东过年的外来务工青
年群体给予关爱，让他们在远
离家乡的城市里过一个暖心
年。活动推进过程中，受到社会
各界的热切响应。

温暖新春行动中，我们动

员有关方面捐赠口罩、酒精喷
雾等个人防护用品，号召街道
社区、企事业单位和青少年之
家等设立“暖心加油站”，为春
节期间依然坚守岗位的“快递
小哥”“环卫工人”免费提供休
息、饮水、雨具、充电、如厕等服
务，为他们递上一杯热水，送上
一句问候。还倡议爱心人士、爱
心家庭、爱心组织面向就地过
年的外来务工青年，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关爱行动。

此次关爱行动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其中，济南万
科企业有限公司提供60个爱心
加油站，为留在济南过年的快
递行业工作者提供一些热水、

休息、充电等暖心服务。联合利
华公司通过山东省青少年基金
会向活动捐赠消毒液、免洗洗
手液、除菌喷雾3000箱；山东童
善儿童福利公益发展中心捐赠
中药香囊1万个；山东省快递协
会捐赠水果100箱；山东电影发
行集团提供免费电影票500张；
济南市青年科技工作者捐赠护
膝、手套150件；小年当天，山东
省饭店协会还为“快递小哥”准
备了1600斤水饺。

据悉，“就地过年”活动期
间，共青团山东省委将积极动
员政府部门、爱心企业和社会
各界多方参与，依托基层社区、
企事业单位和青少年之家等部

门，通过活动安排、情感传播、
宣传报道，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形成工作合力，营造“就地过
年”的温馨氛围，让外来务工青
年留在山东过一个暖心年、幸
福年、文化年。

活动过程中，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利用壹点客户端、情报
站、微信微博等互动平台，广泛
征集就地过年群体的新年心声
和祝福语，制作成短视频，通过
全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分发。此
外，还将在此基础上制作专题
片，献给齐鲁大地上就地过年
的青年群体，也体现团省委、齐
鲁晚报以及各支持单位的社会
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本报“就地过年，青春力量”公益行动获得各界响应

多一声问候 一起过新年

在济南历山路13号一处平房内，张翠翠埋头在一堆快递的案
边不停地接打着一个又一个电话，温和的声音中掺杂着一股浓浓
的东北腔。她是东北人，也是京东快递点的一名联络员，主要负
责解决客户需求、解决站点异常订单、调配快递员等工作。春节
快到了，几乎到了快递行业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每天，她和同
事们平均要处理1000多个包裹。

春节期间快递不停，张翠翠和十几个同事决定留在岗位上过
年。说起留守过年最大的愿望，张翠翠希望，客户能对他们“温
柔”一点。

当然，这不只是他们留守过年的愿望。

张翠翠虽然坐在椅子上，但手中的
活就没停过，核对、填表、接打电话，即使
有人在身旁说话，她的眼睛也顾不上离
开电脑屏幕。手机、电脑、座机，她不停地
在这三者之间切换。嘴上起皮了，水杯即
使放在手边，她也来不及打开喝上一口。

张翠翠所在的站点长期驻守的只有三
个人，其他快递小哥不是在送快递就是在
取快递的路上。春节，是快递行业忙碌的节
点之一，每个工作人员几乎是连轴转的状
态，平均一天处理1000件左右。“就这几天，
站点内就收了4000多个包裹。”张翠翠说，
平时一般是早上八点左右开始上班，晚上
八点左右下班，但临近春节，货流量增加，
所以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十点多才能下班，

“有时虽然快递员送完货下班了，但是许多

后续工作还需要我来做。比如当包裹破损
或出现异常时，就需要我来与对方站点、快
递员等相关人员及时进行沟通，尽快解决
这些问题。”

“手机一响就得接。白天给客户打电
话，他可能忙没空，到了晚上会回过来，
有的甚至夜里12点打电话询问快递信
息。”张翠翠说，“春节后我最想做的事就
是好好睡一觉。”这段时间因为睡眠少，
她的脸上始终挂着倦容。

和去年相比她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网上购买年货的人变多了，所以今年春
节也格外地辛苦。

“可能因为年终大促，也可能因为疫
情，大家的消费习惯有所改变。”张翠翠猜
测。

快递点比较简陋，为了进出方便，房
门一直是打开的。屋里没有暖气和空调，
张翠翠棉帽棉袄棉裤棉鞋全副武装，29
岁的妙龄，在她看来，工作起来根本没有
什么形象可言。快递点一共30多个工作
人员，除了张翠翠，全部是男性。整天扎
在男人堆里，她也已经把自己当汉子使
了。

当初阴差阳错选择了和物流有关的
专业，2017年毕业后，张翠翠曾在京东库
房工作，后因私事离职，2019年5月份又
投身快递行业。今年是她做快递工作的
第三个年头。

这个行业辛苦，没几年的时间，张翠

翠发现自己身边的同学慢慢都转行了，
自己也是班里从事这个行业唯一的女
生。

当被问到为什么愿意坚守在这个岗
位上时，她说，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慢慢找
到了价值。“每次帮客户解决一个问题都
觉得有成就感。”张翠翠说，比如一些老
人，行动不便，米面粮油送货上门，还帮
着他们解决一些快递中遇到的其他困
难，他们都特别的感谢。

“客户的认可和信任给了我们很大
的鼓励。”在她看来，客户的一句感谢，甚
至是一次礼貌的沟通，都是一种莫大的
鼓舞。

“刚刚客户说包裹损坏了，哪个环节的问题？”拨出
电话，她的声音急促起来，赶紧查一查，给客户一个交
代。挂完电话，她马上给客户拨回了电话，脸上堆起笑
容，担心客户不高兴，她的语气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张翠翠还记得自己刚进入快递行业就被客户骂了
一通，当时整个人都蒙了，待反应过来泪水止不住流下
来。那次是因为快递发慢了，客户情绪比较急躁，说话
很难听。说到这，她沉默了一会，不想再回忆。

当时，同事见状赶紧过来安慰，“别当回事，习惯就
好。”

张翠翠不理解，倔强道，“为什么自己没错要被骂？
被骂还得习惯。”

没多久，她这股子倔劲就被磨没了。张翠翠没想
到，做这行被骂是家常便饭。如今，谈起被客户辱骂，她
无奈叹气道，“习惯了。”

春节站点内快递不停运，为响应国家和单位的号
召，张翠翠决定留在工作岗位上，给家里打电话时，父
母虽然表示了理解支持，但还是掩饰不住失落，“挖了
好多野菜，过年准备给你包饺子吃，又吃不成了。”

张翠翠已经连续两次没有回家过年了，提起父母，
眼圈还是红了。虽然不能回家过年，她还是无比的想念
家乡的味道。最馋的就是东北的酸菜，因为疫情没法邮
寄，今年春节，张翠翠还专门从网上买了一些。

“不回去过年也有好处，现在疫情形势严峻，待在
原地最安全，再者春运买票也很麻烦。”张翠翠这样安
慰自己。

除了她之外，站点的十几名同事也决定就地过年。
暖心的是，站点对就地过年的员工，除了按法律规定发
放加班费外，还对他们额外发放过年补贴。

说起留守过年最大的愿望，张翠翠停下手中的工
作，托起了脸盘：多发工资？吃到家乡菜？看着手机上不
断蹦出的消息，她马上否定了自己的话。

“希望客户对我‘温柔’一点吧。”张翠翠幽默答道。
温柔里包含着对客户理解和信任的期盼，这不仅是她
的新年愿望，也是无数奔波在一线的快递小哥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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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处理1000多个包裹，春节后最想做的事就是睡个好觉 梦想就是客户能对自己“温柔”一点

快递站点内唯一的女性，最初因受不了压力经常哭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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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就地过年快递员张翠翠：

客户“温柔”对待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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