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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快递物业该不该代收
主管部门表示，代收快递并非基本的物业服务项目，需双方约定
本报记者 宋立山

部分滑雪场开始造雪
预计金象山本周六就将开门迎客

本报12月4日讯(见习记
者 许建立 ) 由于南部山
区气温达到零度以下，符合
造雪所需要的条件，金象山
滑 雪 场 于 3 日 夜 间 开 始 造
雪。

3日晚9点半，记者来到
金象山滑雪场。四台造雪机
正在对雪道下方一处约400
平方米的正方形区域进行
喷雪。从机器中喷出的水，
在空中5 0米处迅速凝结成
雪粒，撒在地面上，将草皮
覆盖住。记者抓起一把雪，
感觉手里立刻冰凉了许多，
细微的雪粒如同盐粒一样
洁白。

在造雪现场，记者手中
的温度计显示为零下7度，符
合造雪条件。金象山滑雪场
从3日下午6点开始，便发动
造雪机器。据滑雪场工作人

员介绍，在气温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这四台机器可以一
直工作到4日上午9点左右。
此后的几天晚上，只要条件
允许都要进行造雪，直到将
整个雪场铺满。

据了解，滑雪场现有四
台造雪机同时工作，八名工
人轮流值班看守，但若是想
移动一台造雪机，则需要八
名工人一起。守在造雪机旁
边的工作人员周成彬告诉
记者，能够滑雪的厚度是30
厘米，差不多就是得达到小
腿肚的位置，等造雪工作全
部完成后，最厚的地方可达
到80厘米。记者现场测量了
一下，目前雪道上的雪的厚
度约10厘米。有关负责人表
示，如不出意外的话，滑雪
场将在12月8日(本周六)开
门迎客。

“一周接了四五家

保险公司电话”
年底险企电销频扰民，车主最好明确拒绝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王茂林) 临近年底，许多保
险公司都到了拼业务的关键
时刻，很多车主也频频接到
保险公司打来的车险推销电
话。对于产品电销，监管部门
曾出台专门规定。业内人士
则建议，如不想被打扰，最好
直接明确拒绝。

“一周内有四五家保险
公司给我打电话推销车险，
去年也是这个情况。”市民崔
先生说，2010年1月他购买了
私家车，结果去年和今年都
是刚到12月，自己就成了保
险推销员追踪的重点目标。

“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午休
时打电话，挂了电话再给发
短信，真是心烦。”

险企电销“扰民”的情
况一直为大家诟病，而到
了 年 底 拼 业 务 的 关 键 时
期，问题可能比平时更严
重一些。据省城车险业内人
士 透 露 ，对 于 车 险 行 业 来
说，电销渠道明显有低成
本运营的优势，因此各大
保险公司纷纷通过电销渠
道揽业务。

记者了解到，监管部门
对保险公司电销产品的经
营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电
销业务必须严格遵守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规范财产保险公司电话营
销专用产品开发和管理的
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
财产保险公司电话营销专
用产品管理的通知》；车险
电销专用产品应合规经营，
禁止电话扰民。

同时，电销业务呼出时
间限定为每天8：00至20：00，
其他时间不得进行呼出(客
户要求的除外)；对客户明确
表示不投保或拒绝继续接听
电话的，电销坐席人员应及
时结束通话，并使用技术手
段对有关电话号码进行屏
蔽，一年内不得对相同客户
再次呼出。对于一年内通过
同一电话号码呼入或呼出至
同一电话号码方式承保车辆
在5辆以上的，视为虚假电销
业务，监管部门将进行严肃
处理。

“一般来说，如果车主不
明确表示拒绝的话，业务员
是会再打电话努力推销的，
他毕竟还是希望争取一个业
务的。”省城车险业内人士也
给广大车主建议，对于自己
没有意向的推销，车主直接
明确表示拒绝，这样电销人
员一年内也就不得再打车主
电话。

“白天要上班，快递到时一般不在家，物业又不给代收，真是闹心啊。”如

今，网购正日渐成为白领上班族青睐的购物方式，可由于白天大部分时间都

在单位上班，快递到达时他们多不在家，只能委托小区物业代收。但是记者调

查发现，由于害怕承担风险，不少物业不愿代收快递。

市民高女士是一位
年轻白领，家住高新区香
格里拉小区。她说，自己
平时有网购的习惯，经常
买一些衣服、化妆品以及
一些其他的生活用品，平
均每个月会购买3—4次。
网上的商品一般要比实
体店更实惠，这让她省下
不少钱，但这同时也产生
了另一个烦恼：没有时间
接收快递。

高女士说，她在一家

国企上班，基本都是朝九
晚五，甚至有时候还会加
班，早上出门时送快递的
还不上班，等下班回家时，
送快递的也下班了，根本
没有时间接快递。网购的
个人物品或者一些大件，
又不方便寄到单位。“只能
找物业代收，可是物业又
不愿意收，我们都交过物
业费，为啥不提供代收服
务呢？”高女士感到无奈。

市民陈女士也是一位

年轻白领，租住在青年居
易的一套公寓内，和高女
士一样，她也喜欢经常到
网上淘点东西。“我们这个
小区收快递也是个难题。”
陈女士说，青年居易小区
的物业以前一直无偿代收
快递，但是从今年11月开
始，物业要向快递公司每
件收取0 . 5元的保管费。

陈女士说，不收保管费
时，快递员把货送到之后，
如果赶上她不在家，就由物

业代收，等她回来再到物业
处取货。但是自从收费以
后，如果赶上她不在家，快
递员又不愿意掏这五毛钱
的保管费，便再将货带回公
司，最后只能她亲自到快递
公司去取货。“我习惯把快
递先放到物业那里，一来
上班没时间，二来我一个
单身女孩，对快递上门有
点害怕。但是物业开收保
管费，以后怎么收快递还
真让人头疼。”陈女士说。

业主烦恼>> 上班不在家，没人收快递

3日晚，部分游客在金象山滑雪场赏雪拍照。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青年居易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内堆放着不少快递，每件快递的保管费为0 . 5元。本报记者 宋立山 摄

记者走访了省城部分
小区发现，不少物业之所
以不愿意帮住户代收快
递，多是因为害怕承担风
险。

“主要是风险太大，真
要是出现物品损坏或者丢
失 ，我 们 担 不 起 这 个 责
任。”康虹路上一小区的物
业经理段先生说，从表面
上来讲，物业代收快递是
举手之劳，但实际上物业
和业主之间存在一种委托
与被委托的关系。一般来
说快递都是用包装封住
的，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他们也不清楚，如果物业
只按照单子签收了，万一
收货的业主打开之后发现
物品损坏或者丢失，那可

就麻烦了。“尤其是一些贵
重物品，如果真要赔偿，我
们这点物业费哪够？”

“代收快递太耗时，物
业也忙不过来。”经十路上
一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郭
先生说，一般情况下，都是
快递员直接上门，物业不
会轻易代收。小区一共有
上千户居民，每天到达的
快递自然不少。尤其是逢
年过节时，网购的人非常
多，一天下来进出小区的
快递员数不过来，“如果都
送到物业，就那么几个人
根本忙不过来。”如果向业
主收取保管费，又容易造
成业主和物业关系紧张，
如果不收费，物业的付出
又得不到补偿。

物业诉苦>> 风险大又耗时，物业多不愿代收

对此，记者采访了济
南市房管局物业处物业
科。一位工作人员说，物业
是否有义务为物业使用人
代收快递，主要取决于合
同约定，如果合同中有要
求，那么物业就有义务代
收，反之就没有义务。

“有些业主误认为，既
然交了物业费，物业就有
义务帮忙收快递，其实不是
这样的，物业费中并不一定
包含代收快递的费用。”这
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
按照现行的物业管理办法，
代收快递并不属于基本的

物业服务项目，多数物业合
同中也没有对代收快递做
出约定。即便在新的物业实
施细则中，也只是将代收信
件等作为一项可选择的服
务项目。

对于部分物业有偿
代收快递的行为，这位工

作人员说，物业代收快递
就意味着承担了一定的
风险，尤其是一些贵重物
品，一旦出现损坏或者丢
失，就会产生赔偿责任，因
此通过协商的方式适当收
取一定费用并不违规，这属
于平等自愿的市场行为。

部门说法>> 是否代收快递，需物业和业主协商

网购快递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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