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1 年 7 月 26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杜汶昊 □本版美编 龙双雪 城 事

当公办暑期托管班遍地开花当公办暑期托管班遍地开花
教培机构会否迎来转型教培机构会否迎来转型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您的快递已签收，签收人
是‘门口’。”有数据显示，今年

“6·18”期间，近7成快递员遭
到投诉，其中大部分原因为“不
送货上门”。

快递不送货上门渐成行业
潜规则，是快递员变“懒”了，还
是行业竞争太激烈？实际上，
我国快递单量逐年增长，各大
快递企业打响价格战，导致快
递员低工资、超负荷、流动性强
的生存现状加剧。“又让马儿
跑，又让马儿不吃草”，成为当
下快递小哥的真实写照。

消费者权益保障亟待重视

“前几天，我买了生鲜和冷
冻食品，但快递员在未经询问
的情况下直接放入快递柜，我
晚上回家取的时候食品都变质
了。”家住北京市东五环的高女
士最近网购了很多商品，但她
的快递不是被直接放在门口，
就是未经同意被放在小区的快
递柜内，这令高女士十分愤
懑。“其实我家里基本每天都有
人，但快递员就是不把快递送
到家里。”

很多消费者都有着和高女
士同样的诉求——希望快递员
能够送货上门。6月，河南省鹤
壁市的林女士买了个儿童安全
座椅，并备注“送货上门”。下
班回家时她却发现物品又被直
接放到物业代收点了，自己只
好费劲地搬上楼。忿忿不平的
林女士给快递员打了差评，随
后收到了物流客服的电话。客
服称已标记下次快递需要电话
询问林女士送货方式后再派
送，但是，当林女士的快递再次
来临时，依旧被直接放到了快
递柜里。

明明付了快递费，为什么
不能送到家里？更有甚者，消
费者在明确标注“拒绝驿站代
收、拒绝投入快递柜”后，投诉
依旧无果。

接受采访的不少消费者向

记者表示，除去顺丰和京东物
流保持送货上门外，其他快递
不送货上门已成为行业潜规
则。丢件时有发生，取件极为
不便，快递不送货上门使消费
者承担了很多损失与风险。尽
管能理解快递员的不容易，但
是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也成为
一个亟待重视的问题。

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及部分
乡村地区，快递柜和驿站未配
置完全，有些消费者需要走几
百米去指定地点取件；有些快
递被放到第三方地点还需要消
费者二次交费取件。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送货
上门其实也是法律法规对快递
服务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零九条
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
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
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
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
合同。”《快递暂行条例》第二十
五条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
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
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
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
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
者代收人有权当面验收。”

快递员：“不上门”
实属无奈之举

从商业角度来看，快递属
于服务业的一种。快递柜本
是方便消费者取件、提高送货
效率而被发明的，缘何成为
快递上门难问题的讨论重点之
一呢？

一位北京市朝阳区的快递
网点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快递
不上门”实属无奈之举。“每天
一个小区的快递量基本是上百
件，旺季能达到四五百件。工
作忙的时候，快递员从早上7
点派送到晚上12点是常态，节
假日可能会更忙。当然，有时
快递员也怕派送时间太早或太
晚耽误用户休息，但是派送量
太大，派送不完还会被罚钱。
对于快递员来说，平均每天需
要派送近200件，放到快递柜
更加省时高效。”该负责人说。

每单派送到家不仅增加了
快递员的工作时间，对于快递
业来说成本也会有所提升。比
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快
递员需要挨个打电话，有的小
区不让进，有的消费者不在家
或需二次派送。

此外，一位安徽省某县级
市的快递员在网上评论道，前
几年每单的派送利润能达到2
元，但现在每单利润降到5角，
扣除短信费、电话费后，一单只
能赚3角。派送费越来越低，
利润越来越薄，服务质量难以
保障。

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
本质上来看，快递员不送货上
门，不单是快递员的问题，更是
各大快递公司打价格战的结
果。为抢占市场份额，快递公
司纷纷降低每单派送价格。然
而，日均派送快递量连年增长，
考核任务传导至快递网点和快
递员身上，为了保证速度，快递
员只能将包裹放置在小区物
业、快递柜或驿站内。

快递投送“最后100米”
难题怎解

的确，快递公司要在有限
的成本下增加投递量，投入快
递柜或统一代收是安全高效
的做法。但随着快递行业价
格战持续升级，激烈的竞争态
势使得市场上的参与主体身心
俱疲。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服务企
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93.9亿件，
同比增长45.8%，每月快递业
务量增速均在 20%以上。然
而，根据国家邮政局2020年7
月发布的《2019年快递市场监
管报告》显示，2019年快递业
从业人员仅有300万，新增社
会就业超20万人。而在近日
人社部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
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
的100个职业排行》中，快递员
位列第十名。

该如何解决快递投送“最
后100米”难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专
家指出，部分电商平台对促销
期间产品与服务从“送出去”
到“接过来”的全链条、全环节
服务品控监督追踪意识和方
式方法必须不断改变。除了
电商平台和快递服务意识的
改变，也需要有关部门在买
家、卖家与运输公司三者之间
发力，比如卖家包邮时如何搭
建起买家与运输公司之间的
法律关系，卖家如何确保买家
的权益，快递公司如何保证自
己的收益，这些都是值得思考
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快递乱投
乱放还有可能导致消费者隐私
安全受到威胁。比如放置门口
或物业代收点的快递容易泄露
个人信息，快递柜取件人脸识
别有可能引发用户数据安全被
破坏等问题。

快递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但也应该重视及时解决其中的
问题，推动快递业更好发展。

“快递行业应该从打‘价格战’
转变为‘比拼服务质量’，向品
牌化、集中化发展，针对快递虚
假签收，未经同意擅自投送的
情况，对快递员和快递公司建
立追责机制，对快递柜和驿站
设置未经同意不得投递至快递
箱的措施。此外，还应重视快
递投送中的用户信息保护，不
得泄露用户姓名、电话、地址等
信息。”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送货上门成自取送货上门成自取 快递何时能到位快递何时能到位

■中国城市报记者 马 源

7月14日，工信部联合公
安部在京举行12381涉诈预警
劝阻短信系统启动仪式暨新闻
发布会，正式启用12381涉诈
预警劝阻短信系统。该系统可
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案号
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自动分析发现潜在受害用
户，并通过12381短信端口第
一时间向用户发送预警短信，
提示用户可能面临“贷款”“刷
单返利”“冒充公检法”“杀猪
盘”等9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
系统首次实现了对潜在涉诈受

害用户进行短信实时预警。当
用户接收到12381涉诈预警劝
阻短信时，说明正遭受网络诈
骗侵害，应提高警惕，及时中止
与诈骗分子联系或止付资金，
如有疑问可拨打公安机关
110、96110号码进行咨询。此
外，该系统不关联用户个人信
息，全程无人工干预，部署了防
攻击、防泄露、防窃取等防护手
段，可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湖北宝树堂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雪表示，电信诈骗可分为随
机诈骗和精准诈骗两种。随机
诈骗是指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
网络电话等手段，在某一段特定
时间内，集中向某地区发布虚假

信息，这种诈骗方式具有很强的
不确定性；精准诈骗是犯罪分子
通过获取目标的个人资料、联系
方式、家庭成员等信息，有针对
性地设计骗局进行犯罪。

李雪称，随着技术的发展，
现阶段电信诈骗呈现出精准诈
骗的趋势。精准诈骗与公民个
人信息的泄露密切相关，电信
诈骗的高收益已经催生出个人
信息灰色产业链，不法分子窃
取个人信息并与诈骗分子进行
交易，从中获利。诈骗分子利
用各种不法手段获取大量真实
有效的公民信息，针对不同诈
骗对象“量身定做”诈骗方案，
导致受害人难以识破骗局。“精

准诈骗使得犯罪分子在选择诈
骗对象时更加具有针对性，从
而大大提高电信诈骗的成功
率。”李雪建议，如果遭遇信用
卡诈骗，可以马上到附近的商
店刷卡，连续输错密码就会把
卡冻结，这样既可以及时止损，
也可以保留自己所处位置的证
据。如果遭遇借记卡转账诈
骗，则可以向收款卡银行电话
告知该卡涉嫌诈骗，有的银行
可以同时提供冻结借记卡和报
警服务。

此外，公安部门也多次提
示，预防电信诈骗，关键在于增
强反诈意识，掌握基本的反诈
常识。面对陌生人或不能确定

身份的人员以各种理由提出涉
及资金类操作，要坚决做到不
听不信、不转账汇款。同时，应
牢记公检法等办案机关不会选
择电话视频等办案方式，也不
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更不会
提出转账汇款等要求。针对老
年人易成为电信诈骗受害人的
实际情况，子女应帮助老年人
认识到电信诈骗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切莫因疏于对老年人的
日常关心而让诈骗分子钻空
子。如果怀疑已经遭遇电信诈
骗，要保留好与对方沟通时的
通话记录、短信、微信、转账记
录等凭证，及时选择到公安机
关报警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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