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壹读·调查2016年11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申慧凯 美编：马晓迪 组版：侯波

■多面双十一·快递汹涌

月月送送44000000件件，，多多挣挣几几百百压压力力倍倍增增
快递员称平时就接近满负荷，双十一收入不会增太多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只有快递员炒老板
没有老板炒快递员

11月7日，泺源大街某写字
楼一楼大厅，快递员于聪（化
名）蹲在一堆快件中，右手按照
快递单上的收件人信息拨号，
左手举着另一部手机放到耳边
说：“您有个快件到了，来取一
下吧。”惜字如金，语速尽可能
快，字句尽可能清，同时礼貌用
语不能缺。于聪左手的电话刚
挂掉，右手的电话正好接通，再
重复一遍上面的话。

遇到取件客户询问：“××
×的件在哪？”他要拿眼睛迅速
扫过周遭大大小小的包裹，定
位客户口中的名字。不时有客
户过来询问寄件时，于聪的回
应同样清晰简洁：“不好意思，
今天不能寄件，单子我都没带，
要不您去别家看看。”

于聪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双十一临近，送件量多了不少，
再加上写字楼周末没人收件，
不少快件都合并到周一送。一
天送300个件，实在忙不过来，
寄件就没时间了。不过遇到老
客户还得维护好，再忙也得收。

凭借着勤奋、专业以及灵
活又和气的干活方式，于聪赢
得了客户的信任，在同时负责
这个写字楼的快递员中，于聪
的寄件量明显要多。他一个月
的收入四千元出头，这已经高
于除顺丰快递之外的大部分
快递公司快递员。

“试两三天你就知道了，
这个活是懒汉干不了，好汉不
想干。”于聪说，之前街边摆
摊，因为城管查得严，去年改
行做快递。

“要是真有快递公司写得
那么高，不都来干了吗？”负责
益寿路一片区的一家快递公
司员工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现在快递员不好招，只有快
递员炒老板的，几乎没有老板
炒快递员的。”

月入4000已很高
6000以上是传说

记者询问了多位快递员，
四千多元的月收入在申通、圆
通、中通、韵达等快递公司中
已经算是高收入，如果片区资
源比较好，能达到五千元，但
这种情况非常少。即便在顺
丰，快递员的收入平均也在五
六千左右，只有干得最好的那
种才能收入“过万”。

这四千多块钱不是好挣
的。于聪说，他挣这4000多元已
经属于高负荷，每天从早晨7点
干到晚上7点，工作时间常常超
过12个小时，还要面对各色人
等。即便双十一爆仓，要送的快
递多，每个人的业务量也增加
不了多少件，因为平时的送货
量就达到了时间和体力所能承
受的上限。

于聪还说，作为基层快递
员，他们和快递公司没有签订
正式的劳动合同，没有底薪，
更没有五险一金，全部收入都
来自收寄件提成，送一个件提
成1元，收一个件提成5%。记
者了解到，这个比例符合目前
大部分快递公司的情况。事实
上，收件价格在10元以上的不
多，一些月结客户的单个快件
价格甚至只有六七元。即便按
收一个件10元计算，每个件的
提成也只有5毛。

另外，手机话费、车辆修理
费这些支出由快递员自己承
担。尽管惜字如金，但话费一个
月也得一百多。对于每天负重
穿行的快递车来说，修修补补
不可避免，干了一年多，于聪的
电动三轮轮胎、前轴换了个遍。

于聪一开始的时候也是
听说快递赚得多，真来干了才
发现，那些月入六七千的几乎
都是传说。他的说法得到了快
递行业多位人士的证实，当听
说记者要找一名干了三四年
的老快递员时，一位业内人士
说，快递行业人员流动性大，
干了几年还在的还真不好找。

至于多家快递公司招聘
广告中5000元-8000元的月
薪，多名快递员告诉记者，大
部分快递公司都达不到这个
水平。

和被罚的恐惧相比
增收算不了什么

是否像大家想象的一样，
双十一期间，快递员能大赚一
笔，月入上万？记者了解到，对
大多数快递员来说，双十一的
收益增长并不明显。如果平时
收入四千元，双十一很难赚到
五千元。因为快递员难招，平
时就几乎满负荷工作。

于聪平时每个月派3000件
左右，11月份能派到4000件，这
已经达到极限。因为快递员数
量有缺口，双十一包裹蜂拥而
至会导致延误增多。尽管公司
会把延误期限由一天调整到两
天，但是延误还是不可避免。与
此相对应，客户投诉也会增多。

“遇到好说话的客户还
好，遇到不好说话的真是头
疼。”于聪说，如果因态度或延
误问题客户投诉到总公司，就
要扣快递员工资500元，如果
投诉到邮政总局，就要扣1000
元。而工作量的暴增必然导致
快递员服务质量下降，相比平
时更容易产生矛盾。

即便客户不投诉，快递公
司内部也有严格的监督机制。
如果公司内部系统显示某些
快件延误，而监督人员打电话
到客户处核实发现原因确实
来自快递员，同样也要扣钱。
根据快件派送距离，处罚金额
不一，比如从广东寄到济南的
快件，延误一天要扣50元。

“尽管很多人觉得几十块
罚款不算什么，延误和被投诉
情况也不会太多，但对于我们
来说，罚的都是我们的血汗钱。
别说五百一千，一两百我们也
受不了，挣这个钱太不容易
了。”于聪说，和倍增的压力以
及被罚的恐惧相比，双十一的
收入增长实在算不了什么。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楠楠

7个身份的博士生

8日上午11点，烟台大学综
合商店门外的快递已经堆成小
山，身高1米85的谭超正在麻利
地收件理件，屋里屋外忙得不
可开交。

“上千件快递，加上洗衣店
的生意，整天忙得和陀螺似
的。”谭超笑着说，现在自己身
兼数职，不仅是中通、唯品会、
德邦、邮件小包快递代理，牛羊
肉派送点和“超人干洗店”老
板，还是延边大学历史系博二
的在读生。

“每天早上5点起床，读一
个小时外语，6点出去锻炼半小
时回家吃饭，8点等邮局开门我
寄走昨天的快件，去干洗店拿
衣服。9点半唯品会，10点多邮
政小包、德邦快递会来，11点中
通快递就来了。”谭超对时间安
排了如指掌。“晚上到家一般7
点多，吃完饭8点打开电脑看书
写论文，主要是古代高丽以及
蒙元的历史。”

“做熟练了，一看编号就
知道是不是我家的快递。”谭
超边理件边介绍，“唯品会就3
个数字，7是付款9是到付，中
通麻烦一点，不过我自己编了
个号，开头8代表8日的件，后
面的三位数，按照1-100，101-
200，201-300的大小依次排
开。”有了自己的编号管理，谭
超10秒钟内就能找到快件，6
年之内送出60万个“宝贝”。

谭超说，双十一马上来了，
“去年单日最高派了1400多件，
估计今年得2000多件，还要招20
多个兼职学生来帮忙。”

靠双手养家不丢人

谭超是龙口人，1984年5月
生于一户农家。2007年本科毕业
于烟大新闻系，2011年考取烟大
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2015年考
取吉林延边大学世界史博士。

博士生送快递，很多人觉
得不可思议。但对谭超来说，
这是一份可以养活自己，还能

满足求学的工作。“这也算是
以产养学了吧。”谭超说，“博
士也得吃饭、交学费，还得养
家糊口、还房贷，用双手挣钱
养活自己，有什么不好呢？”

“我坚信知识改变命运。”
谭超说，“本科一毕业就决定
考研，一年考不上两年，两年
考不上三年！”可四次报考清
华大学的研究生都没考上。

“最后一次笔试第一，都进面
试了，最终还是没被录取。那
是真的绝望。”谭超最终被调
剂到烟大历史系。

“本科毕业了就不能再跟
家里要钱了。”谭超说，为了既
能挣钱还能学习，本科毕业后
三年，能腾出学习时间的兼职
他都做。房产中介、大学保安，
甚至废品也没少收，最辛苦的
时候一天做三份兼职。

“但这些工作要么不适合自
己，要么和考研时间冲突，要么
收入太低，最后都没有坚持下
来。2010年暑假，我开始从事快递
工作。”谭超说，“那时候我感觉
快递有前途。不过前两年很困
难，最少的一次只有两件，2012年
开始好转，那年双十一快件量一
下比平时增长了两倍还多。”

毕业也不会放弃快递

烟台出了个“博士快递
哥”，谭超一下火了，这几天的
电话除了业务外，还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媒体采访，这样原本
就十分忙碌的他，更加忙碌。

“今天为了配合电视台采
访，我就提前半个小时起来
了。”谭超说，“记者来采访我，
主要因为我是在读博士，有一
种其他快递员没有的所谓光
环。他们说，我成了网红，但对
于我来说，生活并没有多大改
变。不能因为是博士生或者媒
体采访了我，我就能一劳永
逸，我的生活还要继续。”

“最大的收获就是，这几年
摸爬滚打，练就了可靠的生存
能力，这是靠学历换不来的。”
谭超说，“退一万步讲，即使我
不是博士，也能靠双手糊口。”

虽然这样，但谭超身边的
亲戚包括父母都很不理解，他
们觉得抹不开面子。“他们感
觉我不务正业，好在我还在读
书。”谭超说，“明年就博士毕
业，我在准备毕业论文。博士
毕业后，我会努力找一份正式
的工作，比如去高校当老师，
这是老人期望的。”

“但快递事业不会放弃，现
在政策也允许。”谭超说，“毕竟
自己做快递已经这么多年，现
在电商这么发达，快递应该还
有更好的发展。另外也是现实
需要，因为青年教师工资不会
太高，我还需要贴补家用，让自
己的家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博博士士66年年送送6600万万件件快快递递
白白天天收收发发件件晚晚上上写写论论文文

每天5点起床，晚上12点休息。32岁的谭超是烟台大学一个
快递代理点的快递员。他还有一个身份——— 延边大学历史系的
博士生，白天送快递，晚上还要一头扎进文献堆，在厚厚的史料
中探究古代东北亚历史问题。

为挣钱养家和求学，谭超6年送了60多万件快递，而到了双
十一，他要收发的快递还要成倍增长。

双十一这个电商狂欢节马上进入第八年，与此同时，快递行业感受到“狂欢”带来的业务压
力，也已有四五年之久。记者从山东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去年双十一期间，山东省快递公司总
共派件3996 . 5万件，在高峰期的11月15日、16日、17日，山东人每天能收到540万件以上的快递。

几千万快件背后是两万人左右的全职快递员，以及双十一加入的临时兼职人员。在我们爱
恨交织地剁手时，产业链最末端的他们如何看待快递这个行业，又如何看待双十一？

谭超正在整理快递。

山师大校园内，快递被放在地上等待领取。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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