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D
2013年2月1日 星期五 编辑：张亚男 美编 组版：刘杨

年底了，有人收拾收拾准备歇歇身体
歇歇心，有人忙忙碌碌准备赚个盆满钵
满。每个行业都不同，有的闲了，有的更
忙了。但不管怎么样，年来了，不管是工
作忙闲，激动兴奋是一样的。盘点一下已
经收获的，憧憬一下即将到手的，过年总
会让人紧张兮兮又精神饱满。

年尾将近，快递员曹衍明觉得稍微轻
松了一点。经历了去年“双11”、“双12”的忙
碌，他难得迎来这所谓短暂的休息，但纠
结的是“快件越来越少，赚钱也越来越
少”。不过每天的工作还是照常开展———
等待客户、送货上门、夜幕降临、乘车回
家。幸运的是午饭可以两点之前吃完，其
余的时间仍旧都在路上。

习惯了常年

5点50分的闹铃

作为申通快递的一
名普通的快递员，27岁的
曹衍明已经入行快两年，
他告诉记者他的闹铃常
年都是5点50分，因为“媳
妇六点半就得签到上班，
还得余出时间吃饭，吃完
早饭得赶紧送她上班”。

习惯了早起的他总
是很早就赶到公司，对
前一天晚上到了的快件
进行分拣，找出属于自
己片区的，然后抓紧联
系，开始送件。“最忙
的一次，没顾得上送媳
妇上班，5点半就赶到公
司分拣，那一天一百多
个 件 ， 我 送 到 下 午 三
点”，曹衍明回忆2012年
最忙的一天，是双11之后
的一天，“午饭经常两三点
才吃，这算正常的。”

而年尾到来后，快件
数量上越来越少，有时候
一上午他就能把所有件
送完，对于12点能按时吃
上午饭的日子，他还有些
不太习惯。

年尾到来，发件和
收件的自1月末后开始减
少，每天上午需要送的
件 也 在 减 少 。 尽 管 如
此，他还是习惯了把闹
钟定在5点50分，“因为
媳 妇 还 得 早 起 上 班
嘛。”

“今天就

三四十个件”

1 月 3 0 日 上 午 7 点
半，记者跟随曹衍明坐
在他那辆普通的三轮电
动车上，从快递公司出
发，一天的快递工作正
式开始。他主要负责福
寿 街 、 北 宫 街 、 新 华
路 、 北 海 路 这 一 个 片
区，“好几个大客户还
被别人抢走了，来年我

想办法拉过来”。
这一天，曹衍明从公

司分拣出来的快件总共不
到四十个，他估计十一点
之前就能送完，午饭时间
可能又一次提前了，点了
根烟记者随他就出发了。

“ 这 个 人 是 个 老
板 ， 每 次 发 件 都 找
我”、“这个小店是做
淘宝的，弄一些萝卜什
么的，临年了也不怎么
发货了”、“他们每月
都会给四川、重庆老家
的人快递一些新衣服和
零食”……可能是当天
的工作量不大，曹衍明
路上一直走的很慢。每
到一个地方送件，送下
之后，他就给记者讲收
件 人 或 者 发 件 人 的 故
事：有小店老板，也有
普通的小区业主。“接
触的人很多，这也是我
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
(工作性质 )像你们一个
样，呵呵。”

穿过了圣疃巷转到
北海路上，送完89医院
分院的一个快件，再绕
到保险公司，越过福寿
街，再到工商银行送两
个件，往南穿过一个小
巷子直达北胡，最后从
新华路绕到北宫街。这
就是曹衍明一天最简单
的送件路线。

“今天件少，但路
线跟往前差不多。”

希望来年

工资涨一些

只有三四十个件，
而 且 越 临 近 年 尾 件 越
少。不少发件的路线都
停了，而省外的件也在
减少，“送的少了，发
的 少 了 ， 我 们 赚 得
少”。

临近新年，问起曹
衍明的新年愿望，他高
兴地说，希望明年这个
片 区 再 多 拉 几 个 大 客
户，“这样每天能轻松

好多，收入也稳定”。
除了来年能拉到几

个大单，从来不看广告
里奢侈品的曹衍明还希
望自己一家能够在一起
幸福地生活。“如果非
要说愿景，应该就是希
望自己的公司业绩越来
越好啦，这样我跑得单
子 越 多 ， 生 意 也 就 越
好，家庭更美满。”他
笑着告诉记者，每天，
回到家里，看到媳妇，
这就是幸福了。

对 于 快 递 员 的 工
资 ， 曹 衍 明 停 顿 了 下
说，“其实快递员工作
真的挺辛苦的，没有外
面人说的什么到了年末
能拿到万把的收入。”
其实，目前多数快递公
司都把收件分成作为快
递员主要的收入来源，
快递员能不能收到快件
已经成为收入高低的标
准，而快递企业的主要
收入来源也基本由收件
数量来确定，因此目前
快递行业收件方面的竞
争 非 常 激 烈 。 “ 相 较
之，老快递员的收入会
比不怎么懂行的新快递
员工资要高一些。”

春节临近，在玄武街上经营烟花爆

竹的付淑萍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

候。1月31号，农历腊月二十，付淑萍在

店里忙活着，从备货、到安全培训，小

店里已经充满了年味。她希望在“忙

年”的同时，也能过一个“丰收”年。

开店至今过了

6个真正的“忙年”

付淑萍的烟花爆竹
店就开在玄武街与潍州
路路口附近，近60平米
的店子里摆放着各式各
样的烟花爆竹。1月31日
的上午，付淑萍的丈夫
和其他店员去接受节前
安全培训，付淑萍就从
自己经营的另外一家小
百货商店里赶到烟花爆
竹店整理货物。

“差不多从今天开
始就真忙起来了”。付淑
萍笑着说，一年里这个时
候算是最忙的，但是也是
最开心的，因为仅过年期
间的营业额就可以占到
全年的七成左右。

说起经营烟花爆竹
店，付淑萍感觉就是一
次偶然，因为2006年的时
候，付淑萍拿到了办理经
营许可证的最后一个名
额。那时，付淑萍只经营
着一家小百货店，是通过
一张宣传材料得知可以
办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证。没想到的是，她是带

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安监
局，却很顺利地拿到了
最后一个名额。

回想起第一年经营
烟花爆竹，同样是过年的
时候忙着进货、摆货，可
不懂经营的付淑萍在头
一年不但没赚到，反倒连
房费都没赚出来。而今
年，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
付淑萍的小店也已经经
营得有模有样，“忙年”也
不再是白忙活了，而是变
得红火起来。

付淑萍的店平时主
要是结婚和开业的客户
来的比较多，但是一到
过年，来购买烟花爆竹
的人就比平时多出好几
倍。用付淑萍自己的话
说，就是不管有没有顾
客，店门必须天天开着，
给顾客留下好印象了，生
意自然就会慢慢好起来。

忙的时候

全家老小齐上阵

烟花爆竹在过年期
间的销售旺季一般是在
过小年的时候忙两天，
然后在腊月二十五开始
最忙的时候。那时，仅凭
付淑萍两口子根本忙不
过来，家里的亲戚朋友都
会来帮忙，年年如此，光
店员就要10多个人。

“今天他们就已经
去培训了，要是没有家
里人来帮忙，这个店到
过 年 连 看 都 看 不 过
来”。付淑萍说，家里
亲戚比较多，加上朋友
们也来帮忙，小店到过
年的时候就特别红火。

过年期间，付淑萍
每天早上7店多就要开门
营业，直到晚上9点。大
年三十也要经营到晚上8

点多，转天年初一早上8

点就接着开门。而付淑
萍的哥嫂、侄子都会到
店 里 帮 忙 。 最 忙 的 时
候，连记账都来不及。
付淑萍说，都是自己家

的人，谁卖了先把钱收
下，根本没时间记账数
货，这种状态一般能持
续到正月十五。

在近60平的店子里，
因为怕造成安全事故，没
有安装任何的取暖设备，
在屋里待上一会儿就能
感 觉 到 冷 ， 付 淑 萍 却
说，等忙起来，基本不
停脚，哪有时间想冷的
事，忙起来了心里就觉
得暖和了，而且老是活
动着，也感觉不到冷。

年年货货都都是是

亲亲戚戚帮帮忙忙置置办办

腊月二十上午，进
店买烟花爆竹的顾客并
不是很多，还没有出现
年前那种销售火爆的景
象。但刚坐完月子的付淑
萍在店里也没怎么闲着，
各个角落检查一遍，货物
摆放再整理一遍，基本一
上午就过去了。

“我们比那些来检
查的部门更害怕出事”。
付淑萍一边检查着灯泡
开关一边说，为了过年时
别出什么事，屋里都检查
了好几遍了，灯和开关都
是防爆的，不图挣大钱，
但是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也希望买了花炮回去燃
放的顾客在过节时也能
开开心心。

在店里的时候，付
淑萍8岁的大女儿就跟着
妈妈，刚满两个月的小
女 儿 就 由 姑 姑 帮 忙 带
着，可临近过年，自己
家的年货都没时间去置
办，“家里亲戚谁有时
间就帮忙置办点，先得
把店里的事弄好”。

新的一年，付淑萍最
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生意
好一点，2012年收经济形
势影响，营业额也能感觉
出不是很乐观，接下来的
蛇年就希望能有所好转，
她更希望家里的老人孩
子也都能健健康康的。

11月月3311日日，，在在玄玄武武街街上上的的一一家家烟烟花花爆爆竹竹经经销销店店内内，，不不少少市市民民正正在在
选选购购。。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凡凡 摄摄影影报报道道登登上上送送件件的的小小三三轮轮，，一一天天的的工工作作开开始始了了。。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小凯

申通快递员曹衍明：

年尾让人

又爱又恨
本报记者 李晓东

烟花爆竹店老板付淑萍：

越到过年

越是忙


	K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