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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今 年 35
岁，服 务 北 京
通 州 区 加 华 印
象 小 区 已 有 两
年 。 不 久 前 因
出 现 确 诊 病
例，小区实施管
控 管 理 。 一 时
间，快递单量激
增。往 常 每 天
的派件量在 200
件 左 右 ， 疫 情
期 间 到 货 量 猛
然 飙 升 到 七 八
百 件 。 货 量 积
压 多 ， 而 库 房
场 地 有 限 ， 怎
么 办 ？ 思 前 想
后，我决定晚上
不回家以确保快
件安全。夜里，
妻 子 不 放 心 ，
给我送来 了 被
子 ， 我 就 在 快

递车里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站点的同事们又拉

来 700 多件快件。凭我的经验，
一周内单量都会处于高位，索性
我就在小区北门栅栏边找到一
块空地，开始“摆摊”。我在朋
友 圈 第 一 时 间通知业 主 取 件位
置，还细心地在图片里为大家做
好标记。

连续3天，我每天清点货物到
深夜，在快递车里睡下，第二天
又早早起来为居民取件作准备。
不仅是京东的快递，居民们从其
他平台下单的蔬菜、消毒用品以
及急用药物等，也会暂存到我的

“临时摊位”。每当我拿到快件之
后，都会先消毒、再派送。

得 知 京 东 小 哥 在 楼 下 过 夜
后，小区居民纷纷给我送来食
物、衣服，还有帐篷和睡袋，我
的住宿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好几
次，热情的业主还隔着防护栏将
做好的饭菜递给我，居委会还送
来消毒用品。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天傍晚
清点完一天的快件，我收到小区
里一位小朋友送来的画。画上有
一位穿着红色衣服的快递员，有
配送车和大大小小的快件，上面
写着：“京东叔叔辛苦了！”这让
我特别感动，感受到了大家的理
解和善意。忙了7天没回家，一切
都是值得的。

目 前 ， 加 华 印 象 小 区 已 解
封，货量也恢复正常，我只要每
日上午、下午各配送一次，就可
以满足小区居民的需求。生活平
静了，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
静。过去的 14 天里，我和这个小
区一起度过了难忘的管控期。每
个人贡献的点滴力量，汇集成了
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抗击新冠疫情使中华民
族又一次彰显出伟大的民族精
神。不管是狂风骤雨还是大风大
浪，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有
困难，中国人都能一起扛。

本报记者 贺 勇采访整理

听听！！快递小哥讲述抗疫故事快递小哥讲述抗疫故事

我今年33岁，两岁时因为患病，耳朵失聪了。因
此，我不得不付出比常人数倍的努力，一点点学会读
书、写字，并长大后考入了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

毕业后，我曾在石家庄从事网络开发工作。后
来，我有了心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因为工作总要
出差，不便照顾家庭，于是在2019年辞掉工作，成了
一名在街头驰骋的“外卖骑手”。

听障人士送外卖，确有诸多不便。因为听不到声
音，我无法使用语音导航，常常是路走了一半，才发
现走错了，只能停在路边，把地图记下再出发。但最
大的问题，是我听不到顾客的声音。明明已经敲门
了，可人家却迟迟不开。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顾客
早就在屋里大声喊“放到门口吧”，我却听不到。

困难固然多，可只要用心，总能找到解决的办
法。闲暇时，我经常会看着地图，在负责的区域内

“巡逻”，力求记熟每一条道路；送餐前，我会提前发
信息告诉顾客自己的情况。

我起早贪黑，每天比别人多跑几小时。天气恶劣
时，更是全天上线。2020年 10月 9日，我跑了 71单，
成功登上石家庄“蓝骑士”单日配送榜第一名。那
天，我发了条朋友圈作为纪念，很多同事给我点赞。

今年 8月 4日，室外温度 36℃。在完成了 20个订
单后，我已筋疲力尽，可手机上却提示还剩最后一单
任务。小区没电梯，还是 7 楼，我心里“咯噔”一
下，可还得咬牙坚持。我给对方发了信息，对方很快
回复：“不着急，你慢慢送，我下楼拿就行！”

当我赶到小区时，一位女士抱着孩子早已等在楼
下，她接过餐，转而递了一瓶水给我。她的微笑和善
意让我如沐春风。

从业3年多来，细微之处的温暖数不胜数。比如很
多同行会让我先行取餐，熟悉我的顾客会早早地帮我打
开门，有的人还会在平台中为我“打赏”，用留言送上鼓
励……正是这些善意，帮我树立了自信，也让我坚信
当初的选择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张腾扬釆访整理

用心聆听 感受温暖
■ 刘 钊 河北石家庄 “饿了么”外卖骑手

两年前，由于疫情的缘故，我放弃了国外的工
作，回到了遵义，开始在顺丰做起了快递小哥。刚
开始干快递的时候，我觉得这工作也太辛苦和枯燥
了，每天就是机械重复着收货和送货，不停地给客
户打电话沟通。但两年干下来，我觉得这份工作非
常有成就感。

想起去年 10月，遵义突然出现阳性感染病例，
连续 600多天无新增的平静生活中断，部分区域随
即进入了临时管控，所有人全部居家静默。我们快
递公司接到通知，负责配送一些抗疫物资和生活物
资。我立即向领导请战，去公司待命。在疫情严重
的时候，我往往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配送上百份
物资。

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着自己除配送物资外
还能做些什么，争取多为抗疫贡献自己的一分力
量。于是我加入了爱心抗益志愿者服务群，每天看
看群里有什么需要，自己能不能帮上忙。一天晚上

11点，我在配送完物资之后，看到群里有医护人员
说因为中心城区实行了临时交通管控，下班回家无
车可坐，走回去要两个多小时。我想医护人员在一
线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下班了总不能回不了家吧。
于是，我马上开车过去接她们，并把她们安全送到
目的地。从此之后，我在每天完成配送工作之后，
主动承担起义务接送医务人员的任务，一直负责到
遵义解除了管控。

最近持续高温，加上疫情反复，一些孕妇和老人
出门拿东西不方便。我想着尽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便
利。给他们送包裹上门前，我都会打电话提前询问他
们还需不需要拿其他的快递包裹，需不需要买蔬菜、
买一些生活必需品。虽然会加重一些工作量，辛苦一
点，但当给客户送上门后，听到客户的一句“谢
谢”，或递过一瓶饮料，我就感觉到这些辛苦都值
得，也更加明白了这份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本报记者 汪志球采访整理

送件之余 奉献爱心
■ 姚茂来 贵州遵义 顺丰速运快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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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突发疫情，拉萨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时，8
月12日凌晨，拉萨市采取临时性社会面管控措施。8
月 14日，家住山南市乃东区湖南路的山南市民旦增
说，家有婴儿需要4桶某品牌的奶粉，宝宝习惯了这
个奶粉，其他奶粉喝不惯。此前，一直通过网络购
买，但近期因为疫情物流有所延迟。

得知情况后，我和同事王铉超积极和上级协调，
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在做好防护基础上，我们开始
从京东拉萨仓取货，全程穿着防护服，从拉萨市前往
150公里外的山南市。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该小
区，通过“最后一百米”无接触送货，晚上 10点多
终于把奶粉送到客户手中。客户收到奶粉后，远远
地站在路上，不断向我们鞠躬。

8月16日晚上7点多，我又接到客服的电话。一
名拉萨市民说，“宝宝只有 3 个月大，妈妈没有母
乳，小孩子的奶粉已经断了”“吃惯了这个奶粉，其
他奶粉完全不适应”。希望我们能帮忙“闪送”下网
购的奶粉。接到救助信息后，我和同事又急忙在分
拣中心的数万件商品中找到了奶粉，最终送到了他
们手上。

疫情期间，很多人不能出门。我希望能够用自
己的努力和劳动，为大家送去需要的生活物资，也
算为抗击疫情贡献一分力量。有时客户的一句“谢
谢”我都来不及听，就要赶赴下一个地点。我觉得
挺自豪，有些事情，即便存在风险，也总得有人去
做。在送物资的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防疫要求，
做好各种消杀和防疫工作。我相信，疫情终将会过
去，我们也会如愿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釆访整理

三百里路 驰送奶粉
■ 魏德超 西藏拉萨 京东快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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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7点的乌鲁木齐，很多人还在睡梦中，但我
忙碌的一天早已开始。

去各个站点送货、卸货，再将站点揽收的货拉
回……作为京东物流的一名传站司机，我最近每天
的驾驶里程数都超过了200公里。

8 月 10 日，乌鲁木齐因为疫情再次按下“暂停
键”，重点城区实行临时性静态管理措施。

特殊时期，我们快递从业人员成了物资保供的
关键一环。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坚守在岗位，奔波在
城市的大街小巷。我们争分夺秒地干活，心里想
着：我们抓紧送，需要的人就能早点收。

疫情期间，为了保证无接触配送，出车送货期
间，我作为司机不能离开驾驶室。有一次，我送的
货量大，卸货时间比较长。我只能关着窗户，顶着
大太阳在驾驶室坐了整整3个小时，防护服下的衣服
全部湿透了。

除了保障正常传站送货，为医院、社区义务运
送物资也是我们的工作。前不久，我拉了一车医疗
设备到医院去。隔着窗户，我看到“全副武装”的
同事们接力搬货时，心里非常感动。那一瞬间，我
也特别有成就感：这场疫情防控战，也有我贡献的
一分力量。

其实，从 2020年以来的几次疫情中，我都一直
坚守在物资运输的一线。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全套防
护服坐进驾驶室时，紧张得不得了。后来，一次次
派送物资时收到的关心和感谢，慢慢让我变得淡
定。我现在经常会跟站里的年轻同事说：“只要做好
防护、规范操作，就能保证安全。在保证安全的情
况下，我们再努力提升效率。”

忙碌间隙，我会给女儿拨打视频电话。我的爱
人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这次疫情期间，她也和我一
样，坚守在岗位不能回家。女儿一个人在家，我俩
叮嘱她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

“爸爸放心，家里菜管够！”每次我去不同的社
区配送生活物资时，都会想起女儿的这句话。我想
我们的坚守，就是为了畅通物资保供的“最后一公
里”，让这个城市的更多人安心居家。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采访整理

争分夺秒 抢运物资
■ 姚 辉 新疆乌鲁木齐 京东物流司机

争分夺秒 抢运物资
■ 姚 辉 新疆乌鲁木齐 京东物流司机

7月以来，新一轮疫情袭扰合作市，老百姓原本热闹、
匆忙的生活，被迫按下“暂停键”。由于部分小区采取静默
管控措施，居民买菜购药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为了保障大
家的正常生活，我们快递站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以赴
把快递送到群众手中。

每天早晨8点，我都会准时到达岗位。第一件事，就是
穿上厚重的防护服，对整个快递站进行消杀；然后帮助其
他同事扫码测温。全体人员清洁完毕，才开始从大货车上
卸货。看着一件件快递在传送带上“奔跑”，我们每个人都
想着尽快“物归原主”。但在此之前，每个包裹都要经过消
毒、扫码、分拣等标准流程。

疫情期间，受制于人手不足、车辆限行等因素影响，我
们有时候不得不徒步送快递。我负责投递的区域，来回将近
10公里，每天处理的包裹成百上千件，工作时间长达十三四
个小时。尽管合作海拔高、气温低，但一天两三万步下来，

常常浑身是汗，甚至鞋子里有积水、脚上磨出血泡。
有一单快递，备注上写着“救命药！”客户还打来电话

说“当天就要服用，否则可能出意外”。那天晚上，我连
忙查了物流信息，发现第二天凌晨 2 点多货车才到。为了
病人健康，我一直等着接车，之后又从满满一车快递中找
到药物，然后马不停蹄送上门。客户一家都非常感激，后
来还专程上门感谢，这让我感觉工作很有价值。

“疫”路上逆行，回到家常常已是深夜。年幼的儿子、
年迈的父母，由妻子一个人照顾。为了不打扰他们，我就
独自睡在客厅沙发上。有时候，我也想待在家里，不愿冒
着感染病毒的风险出去工作，可转念一想，我的工作不就
是为了更多像我一样的家庭能够平安如常吗？这种信念激
励着我，每天骑着电动三轮车，跨越大街小巷，把一份份
快递投送到位。

本报记者 付 文采访整理

徒步送件 半夜送药
■ 马海云 甘肃合作 快递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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