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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件上门”压力下，快递小哥们如何应对？

有些人累得够呛 也有人还是老样

因东阿至阳谷高速公路宁
堂枢纽互通跨越、接入G0321德
上高速涉路施工，德上高速K181
+920 . 015～K185+120 . 015段需
间断性封闭，施工时间为2024年
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在此
期间，请过往车辆提前做好绕行
线路规划和时间安排。在通过施
工段落注意安全警示标志，按标
志提示减速慢行，并注意各出入
口指示牌及时调整路线，谨慎驾
驶。道路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
便，敬请广大司乘人员支持配
合，并予谅解。公告时间：2024年
3月28日-2024年4月2日。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东阳高速公路TJ3标项目经理部

2024年3月28日

重要公告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辖区内老
年人及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近
日，汶上县南旺医院为辖区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和重点人群开展免
费健康体检工作。

体检现场，医务人员为每位
受检者提供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包括体格检查、心电图、腹部B超
等项目。根据慢性病患者的病情
进行了针对性的检查，并给予相
应的健康指导。

此次体检让辖区老年人充分
了解了自身健康状况，提高了对
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下一步，南
旺医院将不断优化体检流程，让
老年人享受到便捷、及时、高效的
医疗卫生服务。（通讯员 张倩）

汶上县南旺医院
开展老年人及重点人群

健康体检工作

■快递新规满月观察（上）

文/片记者 李梦瑶 夏侯凤超
见习记者 徐晓磊

上门派件量从暴涨到平稳

4月1日下午1点10分，短暂午
休后，王衍深再次回到快递中转
站——— 这里是快递到达用户前
的最后一站。货车刚一停下，十
多个快递小哥“蜂拥”上前，麻利
地分类满车快递。

“这个是送货上门的，放到外
面；直接投驿站的，装袋子里。”干
了7年，王衍深眼睛贼“毒”。运输带
上的货物，他只看一眼，就能分清
哪些是他配送片区的，其中又有哪
些是需要送货上门的。

谈及落地满月的快递新规，
王衍深表示，比起前段时间不分
黑白的忙碌，如今他逐渐适应了
新节奏。

时间回到3月9日。那天记者
第一次见到王衍深时，是在青年
东路2号。中午12点半，相比过往
路人午后的闲逸放松，王衍深满
脸愁容——— 他蹲在路边，背靠快
递车，焦急地给用户打电话。

“新规的第一周，感觉一周
干了两周的活儿。”王衍深说，这
种忙碌让他找回了刚干快递时
的疲惫。

按照新规，快递员每派送一
单，都要提前给客户打电话询问送
到哪儿。这无疑颠覆了此前快递界
默认的“行规”——— 只要没叮嘱送
货上门，直接放到驿站或快递柜。

王衍深每天投送的快递大
概有300个。“有要送上门但没写
清楚门牌号的；有要放到快递柜
的；有不在家要改日配送的……
这都需要提前电联。”王衍深统
计，新规实施前自己每天大约有
50个快递需要送货上门，而新规
实施的第一周，这一数字便涨了
两倍，也就是150件。

上门量增多，但日配送总量
不变，想要完成一天的任务，只
能延长工作时间。就这样，王衍

深每天的下班时间也一拖再
拖——— 从最初的下午5点半，到现
在的每天晚上七八点，甚至九十
点。

“刚开始适应不了，太累了。”
王衍深彼时内心很是挣扎，想边
干边找一些新的出路。

而新规之后，需逐渐适应的不
只有快递员，作为收件方的居民，
也在逐渐适应新规的变化。

在王衍深电联的过程中，要
求还是放到快递驿站的用户也有
不少，理由大多是不喜欢接陌生
电话、总是出差不在家、放在门口
不安全等。

“这也算是对片区居民收货
习惯的一次重新摸索，这种摸索
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王衍深说，
经过半个月留心调研，他现在一
天固定有80个左右的件需送货上
门，都需要电联。剩余的200个快
递，均与用户提前商定，每次都放
到指定位置。

10个电话3个打不通

“不告而投”是这次快递新规
修订后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惩
罚措施最严重的一条，而对快递
员来说，最大的难点也在如何“告
知”这一层面。

在“滴”了两个60秒后，电话
仍然无法接通，王衍深无奈地叹
了口气。

对于需要电联的，王衍深指
了指后备厢里，还有一小堆上午
没打通电话的派件。所以，他下午
第一项工作是需要再次与这些客
户联系。

“工作日打不通电话的情况
还要多，很多人手机在静音模式，
10个电话至少有3个不通。”王衍
深说，打不通也不敢直接投到快
递柜，只能带回去，什么时候打通
什么时候配送，如果是空号就要
做问题件，带回公司处理。

王衍深算了一笔账，目前80
个送货上门量，一个派件通话1分
钟的情况下，光打电话一天就要
多花费1个小时。

但新规实施一个月后，称“从
未接到快递员电话”“新规没起实
际作用”的消费者还有很多。

“冒着被投诉的风险送到驿
站，还是大多数快递员的选择。”
在明湖家园附近一家快递驿站，
店长王师傅告诉记者：新规实行
一个月了，但驿站的收件量并没
有明显下降。

“如果完全遵守新规，根本不
可能送完。”来此送快递的中通快
递员张立说，他还是按照老办
法——— 除非客户提前告知快递要
送上门，不然还是“不告而投”。

“我负责的片区上班族多，快
递量大，一天能送500多件。”比起
王衍深挨个打电话送件模式，张
立派送方式虽不符合规定，但在

配送效率上，每天可比王衍深多
送近200件快递。

相比张立的“果断”，王衍深
则相对“保守”。

“那我先给你签收好吧，周一
给你送过来。”听到电话那头客户

“我没在公司，明天再配送吧”的
答复，王衍深赶忙补了一句。征得
同意后，他给快递扫码签收。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每个
时间段的快递签收率也是落在
我们头上的考核红线，规定时间
段内完不成派送就会被公司罚
款。”王衍深介绍，以前放到驿
站，由驿站代签收不用考虑这个
问题；但新规之下，快递签收率
就无法保障。

这可以理解为，快递员不打
电话直接放到驿站，只是“有可
能”被顾客投诉罚款，但如果完不
成签收率，“一定”会被公司罚款。

不只如此，新规施行后，要求
放在家门口的快递也多了，这样
丢件的概率也会增加，而责任怎
样认定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工作更苦收入却未提高

如此辛苦之下，王衍深也并
没有换来更高的收入。记者多方
了解到，除顺丰、京东外，“四通一
达”的每件快递的配送费在8毛—
1元，如果快递员送到驿站，驿站
每件要扣5毛寄存费，对于按件计

算工作量的快递员来说，实质到
他们手里的每件只有5毛的佣金。

相较于“四通一达”，新规对
顺丰和京东两家快递公司影响
不大，未经客户授权不代为签
收、未经客户授权不投放快递柜
是两家公司多年长期坚持的服
务标准。

与王衍深业务有交叉的顺丰
快递员张晨告诉记者，他目前一
天派件量在100件左右，仅为王衍
深的1/3。他一个快递派件佣金在
2元上下，每天的收入会比王衍深
稍多一点，但更重要的是还会比
他轻松一些。

“既不给我们涨配送费，又要
让我们达到顺丰、京东的配送质
量是不现实的。”几日里，快递新
规实施后开出的第一张万元罚
单，也是几家快递员聚在一起常
讨论的问题。根据网上一些信息，
受此影响，在南方，已有不少城市
的快递员选择离职。

“在不做出改变的情况下，济
南的第一张罚单落到谁头上，就
要看谁运气不好了。”张立无奈地
说，“虽然这是我们生存的饭碗，
但如果真的严格执行起来，离开
也可能是我们最后的选择吧。”

不过，近一周来，王衍深在送
快递时也发现了一些新变化，有
的快递单上直接标注了收货喜
好，如需要电联、不用打电话直接
放门口等，尤其是一些直接要求
放到驿站的快递，给他提升了不
少效率，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提前
告知”的问题。

“快递链条上的部分环节早
前就作出调整，如淘宝，就可以设
置收货偏好，但一直无人使用，新
规出台后，更多用户开始主动配
合设置，这些变化在给我们信
心。”在王衍申说。

“提醒一句确实好，但看老王
那天很晚还没收工，我就给他说，
以后还是直接放门口，不用打电
话，能减轻一些工作量。”家住青
年东路5号院的居民刘女士说。

“这一个月来，片区部分用户
对我们表示理解，也让我感到暖
暖的。”王衍深说，“我这边如果发
现有用户到了大件，即使他的收
货习惯是放驿站，我也会打个电
话询问一下是否需送货上门。”

（文中张立、张晨均为化名）

自3月1日起，修订
后的《快递市场管理办
法》开始实施。新规明确
要求，未经客户同意，不
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
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
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
如今，备受关注的快递
新规已实施一个月，落
地情况如何？

连日来，记者蹲点
采访济南多位快递员后
发现：有人在努力适应
这段新规“磨合期”，有
人则还在用着“不告而
投”的老办法。“新规”的
效果到底如何，快递业
能否真正告别粗放发
展，仍然需要更长时间
的检验。 王衍深在挨个给快递用户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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