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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递递员员的的时时间间都都是是按按秒秒算算
记者体验送快递一天，拿包裹爬楼真不容易

他们终日奔波在城市的每个角
落，电话不离耳，腿脚不停歇，只为
将包裹及时、无损地送到收件人手
中，他们每个人就是一张活地图，他
们就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城市里
的蚂蚁”的快递员。

完成了一天的体验，看着李女
士单薄的背影，我才意识到：快递员
的生活已几乎被工作填满，如果没
有快递员的存在，包裹来了接到电
话需要自己到快递公司取件，我们
也只能接受。而快递员的存在，是用
一个人的辛苦，换来了我们的方便。

如果你的快递在路上耽搁了较
多的时间，请记住不要怪罪为你送
包裹的快递员。“你们快递怎么这么
慢？”这一句谴责，可能让快递员心
里不舒服一整天。

如果不是实在脱不开身，请尽
快下楼取包裹。接到快递员的电话，
请体谅他们一天要派送那么多包
裹，请为他们节省一点时间。可能，
你的理解能让快递员少受一点寒
风，早点回家。

如果成功签收了快递，请别忘
了微笑地说声“谢谢”，可能，你的微
笑会拂去他们一路的辛苦，他们只
需一句“谢谢”足矣。

当大多数人在家享受着暖气的
温暖时，像李女士这样的快递员还
奔波在大街小巷，为我们带来种种
便利。可能，我们不经意间的一声

“谢谢”，就可以给他们送去冬日里
的一丝温暖。

记者手记

他们只需一句

“谢谢”足矣

“喂，您好，有您的快递，能
来取一下吗？”这是李女士一天
中重复最多的一句话。由于公
司位于开发区，李女士确定了
由西往东的送件路线，今天第
一件快递是送到雅居园北苑。

李女士给收件人打完电话
说：“走吧，收件人要求咱们把
快递送到楼上。”“不应该是他
自己下楼拿吗？”记者边问边同
李女士上楼送快递。“有些收件
人住的楼层较高，接到电话不
想出门，我们就得送上去。”李
女士表示，送快递并非如记者
想的那般简单。

看到记者心里愤愤不平，

李女士笑笑说：“这是常有的事
儿，大部分要求送到楼上的市
民，拿到快递态度比较好，也偶
尔会有市民认为我们将快递送
上楼是应该的，态度一般。”

平日里，空手爬5楼，记者
都会气喘吁吁，如今手持包裹，
爬到3楼腿便抬不起来了，感觉
手里的包裹也一点点变得沉
重，气喘吁吁爬到5楼把包裹送
到收件人手中，如同卸下了手
中的“大石头”。

据了解，李女士负责的老
城区，楼房大都没有电梯。收件
人要求送到楼上时，只能徒步
爬楼。“每天得有十余个收件人

要求将包裹送到楼上。”李女士
说，遇到老人、孕妇在家，或者
收件人确实脱不开身的情况，
也会主动上楼，将快递送到他
们手中。

“大多数收件人收到包裹
后都会说‘谢谢’，这让我很欣
慰。”李女士说，也有部分收件
人签完字后头也不抬转身离
开，刚工作时心里也会不舒服，
不过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很多人都喜欢说马上就
到，可是快递员的时间都是按
秒算的。”李女士说，对于快递
员来说，时间就是金钱，送货时
最怕浪费时间，但不得不等。

到1 1点3 0分，李女士已
将大部分包裹派送完，此时
记 者 的 电 动 车 仅 剩 一 格 电
量。“今天的速度还可以。”李
女士说，看似只是负责派送
老城区的快递，由于要时常
拐进大街小巷，实际路程是
很远的。

同李女士派送快递的几个
小时里，记者发现李女士仅在
等收件人下楼取件的时候喝了
几口水。“今天的包裹比较多，
少喝点水避免去厕所。”李女士
说，并不是每个位置都能找到
公厕，有时去厕所的时间能派
送两个包裹。

有时被要求送件上楼，连喝水上厕所都没时间

早上6点刚过，李女士已经
打发上高中的大儿子上学了，
今年读五年级的小儿子还在熟
睡中。“我早上五点多点就得起
床给大儿子做饭。”李女士说，7
点20分将小儿子送到学校后就
去上班。

早上气温依然在-3℃左
右。一辆加了篷的电动三轮车，
便是李女士每天的交通工具。

“寒冷可不算什么难题。”李女
士说，即使遇到下雨、下雪天，
快递员也得正常上班，及时将
快递送到市民中。

温度虽算不上严寒，在电
动车行驶的过程中，记者的脚
趾仍被冻得不敢打弯。7点30分
刚过，快递员陆续到位，几百件
包裹堆在公司门口，他们要按
照各自负责的区域将快递一件
件分开。

“我主要负责华阳路以南
的纬一路纬二路区域。”李女士
说，该区域在网上购物的人比
较多，今天要派送120余件包
裹，按照平均数，今天要送揽近
200件快递。

据了解，李女士平均每天

收揽快递150件左右，一年能经
手5万余件包裹。

李女士娴熟地将快递按路
线排好。“送之前先把路线规划
好，做到心中有数，能在路上节
省大把的时间。”李女士说。

“出发之前得先扫描条码，
这样网上就会显示快递的位置
了。”李女士拿出专用的扫描枪
开始扫描。记者对此感到新奇，
接过扫描枪才发现，即使是扫
描条码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完
成起来也不容易。

每扫描一件包裹，都需要

将包裹从地上拿起，每拿一件
都意味着要弯一次腰。仅扫描
了近30件包裹，记者就感觉累
得有些直不起腰，但快递员一
天的辛苦才刚刚开始。

8点20分，李女士骑上装满
快递包裹的电动三轮车出发
了。记者注意到，李女士只穿了
件薄毛衣、一件棉外套，戴了一
顶棒球帽，偏瘦的身体不免显
得有些单薄。

“今年我还没穿羽绒服，整
天在路上奔波，习惯了。”李女
士朴实地说。

一天送揽近200件快递，天气再恶劣也正常上班

随着网络购物和电
子商务的发展壮大，快递
员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
和接受，他们似乎永远在
路上不停地奔波，穿梭于
大街小巷，将物品完整、
快速地送到市民手中。近
日，记者跟随快递员李女
士，体验了一次真实的快
递员生活。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擎

送一件仅提成6毛钱，全年几乎没有假期

与李女士谈到为什么选
择这份工作时，李女士表示：

“以前我干过个体、送过报纸，
收入均不太理想。这份工作虽
然每天奔波在路上，但多送些
快递就能多赚点儿。”

“最担心收件人的电话打
不通。”李女士说，每天都有收
件人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停机
的情况，当天派送不出的快
递，都会再连续派送3天。

据了解，李女士每派送一
件快递可提成0 . 6元，每收揽
一件快递可提成1元。经记者
粗略计算，按照每日平均派送
100件包裹，可得60元提成，收
揽40件包裹可得40元提成，加

上每日20元基本工资，李女士
每月可得3600元工资。

“相比之前几份工作，送
快递工资要高些。”李女士说，
工作的时间也要长一些，早上
7点30分左右到公司取件，揽
件要忙到下午五六点钟。

据了解，由于工作的特
殊性，快递员除过年的年假
外，全年几乎没有假期。“从
今年初八开始上班到现在，
我只因为家里有事请了两天
假。”李女士说，快递工作最
辛苦的就是天天上班了，公
司不可能养闲人，既然从事
了这个岗位，就得担负起这
个岗位上的职责。

“每个快递员派送的区域
不一样，一旦请假，这个区域
的快递就没人送了。”李女士
说，即使请假，也要商量好让
其他快递员帮忙把快递送到
市民手里。

下午5点50分，李女士将
收揽的包裹送到公司，完成了
一天的工作。此时，记者的手
和脚已经冻得几乎失去知觉。

虽然天气渐暖，快递员一
天的工作依然很累，而在李女
士看来都是值得的。“每次送
完一个包裹，收件人的脸上
总 会 流 露 出 喜 悦 。”李 女 士
说，每天看着他们笑，也就不
觉得累了。

快递员李女士正在紧张
地扫描条形码。

快递员李女士将包裹送到市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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