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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日晚上 8点，在位
于伊宁市利群路的韵达快递经典
花园店，快递员们正将一天没送
递完的快件进行分类、将要发送
的货物打包。正是下班高峰期，
附近小区前来取包裹的人络绎不
绝，“双十一”后的包裹堆积如
山。包裹堆中，25岁的快递员
张星，取货、打包，灵活地在缝
隙中穿行。

时间自由、收入不错、锻炼
人的耐心，是张星选择这份职业
的理由。“高中毕业后，从事过
七八种行业，快递是我觉得还算
不错的一份工作。”说起工作，
张星坦然地说，因为自己学历
不高，这些年基本上从事的都是
很累的体力活，但这些工作也锻
炼了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别看我今年才25岁，可我

的孩子都2岁了。”张星说。正
是因为有了家庭责任感，张星
决定好好干一个工作。在家人
的帮助下，他与妻子在离伊宁
市200公里的新源县开了一间榨
油坊，并选择兼职从事快递。
就这样，张星风风火火地每天
骑着“电驴子”穿行在大街小
巷，一直到了眼下一年中最冷
的时候。
“干快递，一是要快，二是

要态度好。”就是凭着这两条，
张星从最初的每天几十件，快
速增长为一天 200 件至 300 多
件。快递员没有底薪，全凭送
快件的量挣工资，送达一个快
件挣 1元。若送货慢、电话没
接到等，都有可能被投诉，被
客户投诉一次，则要被罚 20
元。所以大家都拼命跑，尤其
在冬季，气温底，必须利用白
天的时间送货，常常连吃午饭
的时间都没有。

韵达快递在伊宁市有7个收
发点，张星与另一同事负责一个
点片区的收发。通常每天晚上
12点从乌鲁木齐发来的快件才
入库，两人尽快到库房提取刚到
的快件，按片区分好，通常已是
凌晨3点到4点，早上10点开始
扫描、验货、送货，每日骑行
60多公里。按公司要求，快件
送达率需达93%，送货最多时一
天可达300多件，一直到晚上9
点多才能结束。回家后，待将每
个送达的快件一一确认完，就又
到了提货的时间。

看似单一的工作流程，却因
每天接触的人不同，感受也不
同。工作虽累，但充实。张星觉
得，市民对服务行业的要求提高
了，但对服务行业的尊重和理解
还需改善。每当遇到理解自己工
作的人，张星就会很高兴。如果
遇到不理解的客户，一周心情都
不好。
“快递业的要求是，即使天

上下冰雹，也得把快件送到，因
为每一个快件的那头都是一个焦
急等待的客户。而大部分客户接
到快件通知电话，都是愉快与急
切的，所以快速也是一份送达快
乐的工作。” 徐 励文/图

快递是
送达快乐
的工作

快递小哥众生相
四川成都市郊的一个大型社

区，住户多，快递也多。很多快
递小哥为了赶速度，会把快递放
到物业或投递柜里。只有张木森
不这样，坚持把快递送到客户手
上。
“这是您的快递，请看看包装

是否完好。”一个夏日的午后，太
阳炙烤着大地，张木森躲在树荫
里，小心翼翼地从蛇皮袋里拿出一
个包裹，是我在网上买的生活用
品。他递过来，目光聚焦在我的手
上，生怕我挑刺似的。

我瞟了他一眼，没有检查，
接过他递过来的笔，直接签上
名。他捕捉到了我异样的眼神，
陪笑道：“我知道，您嫌我这个人
麻烦吧。”看我不置可否，他接着
说：“像这种小件，同行们都会放
到柜子里。而我非要自找麻烦，送
到客户手上，是为了让客户能当面
确认，万一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
直接沟通。看到客户满意，我心
里踏实。”

张木森的这番话，让我从此记
住了他的名字。再寄快递，我都会
给他打电话。一来二去，渐渐熟络
起来。他专科毕业后没找到满意
的工作，从大凉山来到成都边打

工边准备考研。有一次他来收
件，我忍不住问他：“快递挣钱靠
数量，拼的是速度，你这么干，
咋赚钱？”

他停下笔，抬起头冲我憨憨地
笑了笑，说：“我拼的是质量，靠
信誉挣钱。”

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穿着
工作服的小伙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一笔一画地誊写着地址等信息，
又补充说：“这个小区里，像您这
样一直找我寄快件的人很多。”我
恍然大悟，张木森绝顶聪明，送快
递，也经营有道。

从此以后，不管收快递，还是寄
快递，我都会送他一瓶矿泉水，以表
达对他工作认真负责的谢意。可他
每次收快递时，都坚持少收2元，以
示对我送水的补偿。“无功不受禄。”
他说。一句话让我无言以对，只剩敬
佩。后来，我只好在收件时送水了。
后来，他也拒绝了我的建议——有
些快递包裹可以放投递柜和物业，
没必要件件交到客户手上。

张木森的收入肯定没有同行
高，但他的所作所为，却让我肃然
起敬。 本报记者 王明峰采写

■ 张木森 四川成都

边送快递
边准备考研

我1999年出生，今年17岁，干快递员
已经8个月了。每天一大早，我就和同事冒
着刺骨的寒风上班了。很多人17岁还是离
不开父母的年龄段，可是我家情况特殊，
迫使我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我们干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老板
包吃包住，我对这份工作还是挺满意的。
我的三轮摩托车车兜里满载着快件，走街
串巷，一天上班时间大概在 12 个小时左
右。当然，每月3000元的工资要求必须与
老板签订一年以上的合同，如果是临时打
工，每月只有2500元左右。

我家在奔子栏镇夺通村子仁小组，母
亲在我7岁时在金沙江里意外溺水身亡，留
下我们未成年的兄弟俩，父亲既要照顾我
和弟弟，还要照顾86岁的爷爷，一家人的

生活特别不容易。前年，我从德钦中学初
中毕业后，就辍学开始帮助父亲打理家里
的农活。8个月前，我离家到县城开始做快
递员。弟弟今年在读初一，以后他的学费
都要由我负责，好在现在支出不是很大，
等他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要花费多
了。为了弟弟，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我得
努力挣钱。

这两天，由于“双十一”刚过的缘
故，每天的快递量特别大，我每天至少要
送200个到300个快件，几乎从早上一直忙
到天黑，晚上八九点钟才能下班。德钦县
城海拔3400米，早晚特别冷，温度只有0
摄氏度上下，必须戴上厚厚的手套，要不
摩托车的车把太冻手。

我们一个月有两天休息时间，如果能够
全勤，每个月还有150元的全勤奖，我有好几
个月都是全勤，比别人多拿了好几个150元。

我的老板也是我们村的，对我很关
照，我很感谢他。

得了，不聊了，我得忙着送快递去
啦！ 江 初文/图

我要养家供弟弟上学

我家住在黑龙江省讷和县农村，21岁
到大连，干过服装厂的操作工、大货司
机，也在夜市摆过地摊。去年春节前，因
干快递的朋友介绍，干起了快递的工作。
快一年了，虽然辛苦些，工资也没有外界
想象得多，但我非常充实、快乐。我的目
标是明年能在大连买房子。

刚干快递时，对地形不熟悉，我每天
只能送四五十件货。我负责送快递的这个
地段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方圆两三公里。
有老旧房子，也有新盖的写字楼。门牌号多
而杂，一栋楼一栋楼地找，很费劲。好在一个
多月后就熟悉了。我现在每天正常能送100
多件货，“双十一”后的高峰期出现在17和18
日，那两天送的快递有300多件，每天都干到

晚上七八点钟，街头霓虹闪烁，我还在一栋
楼一栋楼地摁门铃。回到家里，尽管老婆端
上了热腾腾的晚饭，但我累得不想吃，只想
躺在床上歇歇胳膊腿。

单位周六周日休息，周一开始，我开
上花1万多元买的二手轿车送货。因轿车装
得多，每次能拉200件左右的货。往居民家
送货，最高的要爬8层楼，送过较重的货物
有洗衣机、电暖气，最重的就是往一个小
学送书，一纸箱子书就有30多公斤。现在
公司规定，单件货不能超过30公斤。

有时服务个别女客户时会让我感觉不
舒服，比如运送大件时，想让她们帮忙开
下门或者帮抬抬什么的，个别人没好气，
话里话外意思是，你就是干快递的，就应

该负责把我的货送到家里。一次，我往一
个女士家送货。她家住3楼。打了两次电话
没人接听，大冬天的，我在楼下等了10分
钟也没有她的回电，只好请她一楼的邻居
帮收一下。谁知没多长时间她就打电话训
我，说我偷懒，不愿意爬楼。遇到这种情
况，公司有规定不能和客户吵架只好忍忍
就过去了。但我收获更多的还是笑脸和感
谢，还结交了王哥这个朋友。他是一个公
司的老板，家住高层楼，每次到楼下给他
打电话，他都是自己下来取货。王哥需要
往外发货时，就叫我到他家办理手续，他
总是端上热茶或拿出水果招待我。

我干快递的这个分部，每送一件货挣8
角，比其他快递公司少点儿，正常每个月
挣四五千元，“双十一”这个月能多挣一两
千元。我们5个人的小团队特别和谐，老板
袁叔每月都要领我们出去聚餐，还让我们
带上老婆、孩子。我女儿今年7岁，上小学
了。我现在仍租房子住，但明年我想在大
连买房子，彻底安顿下来。 鲍文锋整理

明年想在大连买房子

▲ 图为张星在收发快件。

我家住在河南省固始县城郊区，离
县城不远也不近，路顺，快递小哥都愿
意来。

有年寒假的一天，我正在家门口玩
耍，大老远看见一个骑着摩托、戴着头
盔、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人从公路上拐下
来，一颠一颠地径直往我家驶来。到了家
门口，才看清是个送快递的。他快速停好
车，取下头盔，微笑着问我是不是某某某
的家。我说是，然后他就让我过去领东西。

在他解绳的当口，我仔细看了一眼
摩托车，发现车后座上和两边都绑满了
书、杂志之类的东西，看来他还有很多
地方要去。
“假期学生订的东西多。”他熟练地

从捆绑着的一大堆东西中找出了那个装
书的箱子。我迅速在快递单上签了字。
他接过去，紧了紧捆扎物品的绳子，准
备奔赴下一户人家。临走前，他向我妈
询问了那户人家的大概方位。

那时，农村的手机还没有像现在这
般普及。为了保证效率，也为了能把快

递准确送到顾客手中，一个快递员会专
门负责一片区域。来的次数多了，我知
道负责我们那个片区的快递小哥叫吴亚
东。

近几年，网购逐渐在农村流行起
来，快递业务量也随之飙升，快递小哥
纷纷“鸟枪换炮”，不再骑摩托了，而
是开电动三轮车或是面包车送快递。

今年暑假的一天，正值饭后午休时
分，太阳毒辣当空。听到屋外有汽车的
声音，随着一阵敲门声，我和爸爸推门
出去，见是吴亚东。夏日炎炎，吴亚东
穿的T恤已经湿透，见我们出来，询问
几句，确认没错后，一边擦着额头上的
汗水，一边把快递从车后搬出来，连口
水都没喝，就赶时间走了。

送快递辛苦而忙碌，不管严寒酷
暑，吴亚东都要在乡间小路上飞驰。在
乡下送快递，吴亚东也有苦恼。他对我
说过，“乡下路况差，再加上农村没有
街道，更没有门牌号，送一份快递要耗
费很多时间。”

我叫张士林（化名）山西运城人，今年不
到30岁，原来在省城太原做室内设计工作，是
所谓的白领。在办公室里坐久了，慢慢就感觉
空虚。于是我打定主意来到北京，从快递员开
始干起，在大城市谋一个长远的发展。

目前我已经入行一个月了，每天的配
送点在东五环外的定福庄附近。早上6点出
车，晚上8点到9点回家，一天跑在路上的
时间超过12个小时。前一阵“双11”期间，晚
上要忙到11点才能收工。每天陪伴我的“忠
实战友”是身后的电动小三轮。

送件收件的工作并不一帆风顺，最让
我难过的是很多人的不理解。举个例子，
“双11”期间很多快递公司都爆仓了，区部
怕下面的快递员发不完快件，就把一大批
包裹压在仓库里，压仓的包裹我们快递员
都没法送。有一个客户的快件在仓库里压
了三四天，前几天区部才发给我。拿到快件
后我立刻就给他送了过去。但是见面后他
还是发飙了，对我说：“你这什么快递啊，这
都几天了，你还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现在
就投诉你！”这还是可以正常说话的，还有

人见面直接破口大骂。
也有态度不错的客户。11月21日那天

下雪，有一个来拿快件的阿姨看我在寒风
里冻得直哆嗦，就带我到他们家里喝了一
杯热水。送的快递多了，什么样的人都见
过，不过总体来讲，还是好人多。

快递员的工资没有网上说的月均1万
元那么夸张，我的月工资不超过4000元，公
司提供住宿。每天能抽出空就自己买吃的，
抽不出空就一天不吃饭，有时候只在晚上
吃一顿饭，很不规律。说实话，快递的工作
对我也就是个过渡，身边的同事里不会有
人愿意在这一行干太长时间。干一段时间
我可能就要换工作了，但下一个工作做什
么，我还没想好，走一步看一步吧。

本报记者 杨俊峰文/图

飞驰在乡间小路上的吴亚东
■ 王小雪 ■ 张士林 30岁 山西运城

■ 史哲学 32岁 辽宁大连

■ 青定主 藏族 17岁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 张星 25岁 新疆伊宁

快递只是过渡

近日，湖南一名快递员在

投送快件的路上因为“太累”

猝死，这一事件引发社会对快

递员群体的关注。在“双十

一”购物热潮下，快递员支撑

起了庞大物流体系的“最后一

公里”。有行业分析报告指出，

目前中国从事社会化电商物流

行业的超过200万人，站点快递

员等从业者每天平均工作时长

主要集中在8至12小时，电商

促销旺季日工作时长甚至超过

12小时。

快递员群体生存状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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