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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件送件，一天12小时都在路上
□一天要爬160多层楼，没有节假日

□对于周末，他们的理解是“周五结束前得把快递送完，不然周末就找不到人了”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齐金钊

城市快递员越来越
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
每天在大街小巷楼层过
道，总能看到他们匆匆
的身影。近日，记者跟随
快递员亲身感受了他的
工作。原以为收件送件
的工作很简单，殊不知，
一个上午就累得挪不动
步了，爬楼送快件真不
是个容易活儿。

日均爬楼160层

最打憷没电梯

23号早上8点半，记者来到
烟台圆通速递毓璜顶分部，与
记者同行的快递员叫王俊，今
年34岁，干这行已有五六年了。

“能受得了吗，这可是个累
活。”刚坐上王俊送件的面包车，
他就给记者打起了预防针，并提
醒如果受不了，帮忙看车就行。

记者与王俊先来到了桑园
路附近的小区，这是个老小区，
每栋居民楼有6层。“在这一片，
主要练的是上楼功夫。”王俊
说，送件过程中很多都是这种
没有电梯的小矮层，上下楼全
凭两条腿。

王俊介绍，除了有电梯的
楼外，每个快递员每天要爬近
40次楼，每次平均爬四层楼，一
天下来至少要爬160层。

在小区停车后，王俊一口
气拿了十几个快件开始上楼派
送，几个快递摞在一起有一米多
高，为了防止包裹滑落，他只能
两只手在下面托着，上面用下巴
压着。

由于一开始没有经验，王
俊不放心让记者拿件，记者便
空手跟着爬楼，负责给王俊挨
家按门铃，整个小区一共花了
一个半小时才派送完毕。粗略
算了一下，王俊仅在桑园路小
区就爬了近三十层楼，一路小
跑跟着王俊走下来，记者的腿
已经酸得快挪不动步了。

随身带包好烟

打点保安关系

由于仓库积压的货物太
多，王俊在完成自己片区的派
送任务后，被临时安排帮烟台

山附近的片区送几趟快件。经过
前几次的观察学习，记者从王俊
那里基本熟悉了送件过程，开始
和王俊拿着快件分头行动。

记者按照快件提供的地址
找到了一栋写字楼，结果刚进
门就被保安拦下，由于没有快
递公司的工作证，保安拒绝了
记者上楼送件的要求，无奈之
下，只好打电话向王俊求助。

在等了五分钟后，王俊赶
来拿出工作证和保安解释了一
番后，终于获得了保安的信任，
上楼完成了送件。

“干我们这一行必须得和
保安搞好关系。”谈到工作的心
得，王俊说和人搞好关系最重
要，和保安混熟是快递员最基
本的素质。王俊说，有时候来到
一个新片区，和保安不熟，查得
会严一点，他一般都会随身带
包好烟，和保安拉近关系，时间
长了还能成为好朋友，给工作
带来不少便利。

“其实都是为了给大家更
好地服务嘛。”王俊说，保安维
护业主的安全，而我们则要维
护快件的安全，只有和保安搞
好了关系，才能把快件既快又
安全的送到客户手中。

送件车两年跑5万公里

怕误事自己学修车

“虽然不跑远路，但在几个
地方来回转，跑的路也不少。”王
俊说，他的面包车是两年前买
的，如今已经跑了5万多公里了，
风里来雨里去，当年的新车，已
成了标准的“破车”。

下午三点多，快递公司接
到的取件电话多了起来。“取件
必须抓紧时间，这是一天最忙
的时候。”王俊说，五点以后是

下班高峰，必须赶在这之前把
快件收完。

在南大街附近，王俊的面包
车突然抛锚了。“真是怕什么来
什么啊。”王俊急忙下车检查了
一番，原来是发动机风扇上的一
根三角带断了，他立即拿出车上
提前准备的一根新带换上了。

“整天这样跑，车损耗很
快。”王俊说，车一旦坏在半路，
为了不去大修节省送件时间，早
就学会了自己修车，车上常备着
一些小零件，为的就是应急。

没有节假日

在外面一跑就是12个小时

傍晚七点，天色暗了下来，
街灯亮起来了，王俊也终于送完
了最后一批快件。回公司分部的
路上，车载收音机里响起了《铃
儿响叮当》的音乐，电台主持人
开始向听众派送圣诞祝福。

“大家都过圣诞节了，我们
过什么呢？”跑了一整天的王俊
似乎有些累了，在等红绿灯的时
候有些失神地自言自语。从王俊
口中，记者了解到，除了过年能
歇几天外，快递员平日里是没有
节假日的。对于周末的概念，老
王的理解是“周五结束前得把公
司单位的快递先送完，要不然周
末就找不到人了。”

晚上7点半，天色早已黑
透，王俊在整理完当天的运单
后，终于下班了。经过盘点，记
者和王俊一共派送了140个快
件，爬了近150层楼梯，算是超
额完成任务。

临分别，王俊说，由于年前
业务量太多，他从今早七点半
就开始来公司分拣包裹，整整
忙了12个小时，现在就想回家
吃一口老婆做的热饭。

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

快递员是张“活地图”
本报12月26日讯(见习记者 齐

金钊) 从分部装上了一车包裹，
记者翻看这些快件的地址，发现
主要集中在桃花街一带，打开手
机地图，准备制定一条最省力的
路线。

还没等记者找到合适路线，王
俊一下子便报出了这次行动的路
线：“咱们先去碧海大厦，然后再去
华茂街，最后再转到桃花街就行。”

“熟悉地址是快递员的基本
功。”在车上，王俊递给记者一张
已经有些皱的纸，纸上写满了各
种数字，王俊告诉记者，桃花街这

片的小区分部比较复杂，他刚做
快递员时和没头苍蝇一样一家家
去找，走了不少冤枉路，后来就自
制了这么一张“秘籍”，现在他对
这一块已经了如指掌，几乎很少
再翻开这张纸了。

在和快递员的接触中，记者发
现所有快递员心中都仿佛有张活
地图，长年累月穿梭在大街小巷，每
个单元楼，每个门牌号都熟记于心。

“心中有张活地图。”王俊笑
称，有时碰到打听路找人的，他比
派出所的民警都要熟悉，如果碰
巧了，住户的名字都能脱口而出。

工作强度大，快递员难招

爆仓可能持续到明年2月
本报12月26日讯(见习记者 齐

金钊) “干完今年，来年准备找份
轻松点的活，哪怕钱少点。”小李
干快递员有两年时间了，他坦言，
快递员压力太大，整天风里雨里
在街上跑，家里父母一直不放心。

事实上，高强度的工作量导
致快递人员流动性很大是快递行
业目前的一个常态。圆通速递毓
璜顶分部的唐经理介绍，他们分
部本来有8个快递员，但前不久有
两名快递员因受不了快节奏的工
作状态离职了。

据了解，年前历来是快递业务
的高峰时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众

多快递公司的仓库目前已经“货满
为患”，虽然各公司不断加大派送力
度，但依然难解“爆仓”现状。

高强度的工作使很多快递员
岗位显得令人“望而生畏”，而快
递员的紧缺又加重了快递员的工
作强度，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当前
的快递行业正陷入尴尬的境地。

一位在烟台从事快递行业多
年的业内人士透露，虽然很多快
递公司已陆续开始采取报停来缓
解当前的爆仓局面，但运力有限
的现状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到改
善，预计此次快递积压的状态会
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底。

“能坚持下来吗？”这是
我开始体验时，快递员大哥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对这句
话，当时还多少有些不以为
然。但当我真正跟快递员体
验完一天的工作时，才真正
了解到快递员的工作到底
有多苦多累。

一天爬1 6 0多层楼，一
年跑2万多公里，快递员每

天用自己的脚丈量着这些
数据。当我们轻点鼠标拍下
一件商品时，当我们把一件
精心挑选的礼物寄给远方
的朋友时，我们不知道，原
来每一件快件的安全到达，
都离不开这群快递员的辛
酸与劳累。

“这些都不算啥，只要
大家理解，我们就感觉很温

暖。”在体验过程中，快递员
不止一次的说起，苦点累点
都能容忍，只要大家能理解
自己，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肯
定。

所以，当你下次从快递
员手中拿到网购的商品时，
当你将一件寄件交到快递
员手中时，请对他们真诚的
说一句“谢谢”。

格

记
者
手
记

编者按：随着电子商务红火的发展，近年来“爆仓”已经成为快递业务高峰期固定不变的关键
词。元旦、春节将至，快递行业一年中最繁忙的桥段已经上演，一方面是消费者对快递提速的呼声，
另一面是快递公司运力捉襟见肘的现状，作为快递业中关键的一环，快递员当下的生存状态又是
怎样的呢？为此，记者深入快递行业，对快递员的工作进行了一次深入体验。

▲快递员钟元满载快件准
备出发。

快递员王俊从车上拿出
派送的快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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