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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京东快递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韵达快递

最多时一天
送300多份快递

“我干快递也就一年时间， 这份工作确实累， 刚
开始的时候还挺不适应的。” “90后” 快递员小勇笑
着说。 晚上8点40分， 终于送完了最后一个快递的小
勇， 带着一身的疲惫准备赶回租住地。 小勇来自东
北， 1990年生人。 别看他年纪轻， 工作经历却很丰
富。 “我以前是铆工， 在造船厂工作 。 来北京后 ，
跟父母一起做过小买卖， 也当过保安。” 小勇说。

“说实话， 干快递， 我就是头脑一热。 事先也没
有打听过什么情况， 就直奔过去了。” 小勇告诉记
者。 最初， 他找了好几个快递公司， 有的公司满员，
有的公司面试时间不确定。 大约过了1个月的时间，
几经周折， 他才来到了现在的公司。 “我们公司要
求 《劳动合同》 要签三年。 当时， 我确实有点担心，
如果我不适应怎么办？” 小勇认真地说， “后来想，
反正也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先试一试。”

“开始非常不适应， 觉得特别累， 每天都很忙。
而且那个时候我负责3个小区， 每个小区都有100多
个单元， 里面有不少老楼， 很多都没有电梯， 经常
要扛着很重的货物， 楼上楼下的跑。 入职第一周我
的脚就磨出了大泡。” 说起这些， 小勇直摇头。

度过适应期后， 勤快、 利索的小勇很快就赢得
了顾客的好评。 小勇说，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快
递员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工作， 无非就是把一件件货
物送到顾客手上， 或者从顾客手里接受货物送出去。
但是实际上， 想成为一名让顾客认可的快递员， 除
了业务水平， 责任心也很重要。”

小勇告诉记者， 去年， 他给一位50多岁的阿姨
送货。 阿姨签收后， 发现商品不合心意， 就想让小
勇直接拿走帮她退货。 但是小勇所在的公司有规定，
已经签收的货品就只能走售后 流程 ， 通过客服
退货 。 “当时阿姨的情绪有点激动， 还哭了。 我
虽然不能按照她说的直接把货拿走， 但是我详细介
绍了退货流程， 还帮她联系了客服。 大概过了一个
月之后， 我正好到那位阿姨那栋楼去送货， 就专门
去问了下， 阿姨说已经顺利退货了， 还谢谢我一直
想着她的事儿。”

“其实， 我们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 小
勇表示， “有时候我们的货物装得多， 加上道路颠
簸等原因， 很容易掉货， 每次都会有人喊住我。 有
一次， 我送货的过程中丢了一件东西。 后来是一个
电器商场的保安打电话通知我去取丢的东西。 原来
是一个路人捡到了， 直接给了保安， 保安又根据货
物上的电话找到了我。”

小勇告诉记者， 他原来觉得快递这行是青春饭，
不过干着干着， 他就觉得， 这也算一种人生经历 。
“因为见得人多， 而且什么人都能遇到。 我现在结
婚了， 有了孩子， 今年最大的计划就是多攒钱。 如
果可以的话， 我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幼儿园。 现在我
的父母、 媳妇、 孩子都在北京， 所以今年过年， 我
们打算在北京过， 不回老家了。 一方面是火车票不
好买， 另外一方面我还想趁着过年期间在公司值班，
还可以多挣点钱。” 小勇笑着说。

多一份责任心
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32岁的许伟超是申通北京分公司门头沟分部的
一名普通的快递员。 他身材瘦高， 肤色偏黑， 但认
识或见过许伟超的人都了解， 他是个爱笑的快递小
哥。 “礼貌的笑容能给客户留下一个好印象， 这是
我们服务行业应该有的态度。” 许伟超说， 工作中不
管遇到任何事情， 用微笑和好态度来解决， 总能往
好的方向发展。

许伟超是个入行比较早的快递员。 从2009年5月
份入职算起， 他已经在快递行业工作7年多时间了。
“这七年， 我简直见证了快递行业迅速发展的过程。”
许伟超告诉记者， “大概是从2013年开始， 随着网
络购物的火热， 我们快递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许
伟超说 。 现如今 ， 他们每天抵达件的数量大概在
4000到5000个之间， 门头沟分部的快递员人数也较
之过去翻了十倍。

工作这么多年， 许伟超也总结了很多服务技巧。
就拿敲门来说， 敲轻了， 房间里的人听不见， 敲重
了， 客户会非常不高兴， 有的客户出门就会爆粗口。
面对这种情况， 许伟超的原则是敲门声一定要从小
声到大声循序渐进， 并认真听门内的声音， 得到回
应就停止敲门。

许伟超告诉记者 ， 爬楼梯和打电话也有技巧 ，
爬楼梯不宜脚步过重， 避免影响其他居民生活， 而
打电话一定要注意礼貌用语。 “只要注意到很多细
节， 我们的服务就能做到贴心周到。” 许伟超说。

许伟超的热情服务给很多客户留下了深刻印

象———这是个爱笑的快递员。 在炎热的夏天，客户会
给他递上一瓶水或饮料，或者分享一些水果。 “客户的
关心总能让我很感动，冲淡所有委屈和辛苦。”

许伟超还给记者回忆了一次难忘的收件经历 。
一次他接到了客户张萌女士的电话， 下午3点左右上
门收一个快件， 许伟超按照规定询问客户要寄什么
东西， 寄往哪里？ 客户张萌随口说， “你可以打开
看看。” 许伟超打开一看， 都是一些旧衣服和新的书
本文具， 还有几包挂面。

“您寄这些东西还不如运费贵呢。” 许伟超好奇
地询问客户。 原来， 张萌是将这些旧衣服和书本文
具寄往广西的一个山区， 给那里的留守儿童。 “因
为挂面容易保存， 保质期时间长， 所以寄这个吃的
给贫困山区留守儿童。” 张萌的爱心和细心深深地打
动了许伟超。 当即， 许伟超就表示， 愿意免费帮张
萌寄这个包裹。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 关心和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孩子们。 ”许伟超告诉记者，寄往广西山区的
第一份“免费”的爱心包裹约重10多公斤，100多元的
运费是他垫付的。 此后，许伟超还陆续帮张萌“免费”
发送了几次爱心包裹， 运费都是许伟超默默垫付的。
许伟超觉得， 这只是一次力所能及的献爱心行动，也
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事情。 他说，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
之中，心里总是暖暖的， 爱满满的。

许伟超
申通北京分公司门头沟分部

每天都是
爱心满满的在路上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干我们这行的， 一年四季都没有休息， 不管刮
风下雨， 都得出门， 怕苦绝对不行。” 韵达快递公司
的快递员张宇告诉记者。 今年24岁的张宇干快递已
有3年， 如今在韵达快递。 高中没毕业， 他就应征入
伍， 当了兵， 复员回辽宁老家， 待不住的他来到北
京， 想着干快递不需要什么技能， 他就抱着试试看
的心干了一个月， 没想到还挺喜欢， 就这样一直坚
持了下来。

每天早上8点多， 张宇就开着电动三轮车准时来
到丰台自己包片的三个社区， 开始送快递， “每天
最多时送300多份快递， 少的时候也有120件。 每天
货多货少， 都得按时送完。” 白天送快递， 收快递。
晚上， 张宇就需要把收到的快递打包， 这往往又得
几个小时， 等回去吃晚饭时， 一般也就9点多了。

“每年从双十一开始， 到年底， 都是购物的高峰
期， 快递也是一年中最多的时候， 我们快递员在这
段时间真是最忙最累， 一天的货没送完， 第二天就
堆积成山了， 真是一天不敢懈怠。”

由于当过兵 ， 张宇不怕吃苦 。 但是有的时候 ，
由于卖家将收货地址打错了， 导致他送错了快递 ，
等客户联系说没收到时， 他再一翻单子， 才知道地
址写错了， 就得他自己出钱赔偿， “这时候心里还
是很难受的。 每天送快递， 赚的都是辛苦钱， 地址
错了， 还得自己赔， 唉。”

每天穿梭在小区里， 楼层里， 将一份份快递送
到客户手里， 载着一车快递出门， 回来时看着空空

的车厢， 张宇觉得很有成就感。
张宇周围的同事也都是跟他一样的年轻小伙子，

“像我每年基本就过年回去一次， 长年没有休息。 也
只有年轻人能顶得住， 每天风里来雨里去， 根本不
敢生病， 即使感冒了， 也是赶紧吃点药 ， 就出门 ，
一天不敢耽误啊。”

不过， 虽然工作辛苦， 让他兴奋的是， 每月平
均下来， 他都能挣上万元， 这在同事们眼里算比较
高的 。 “我最开始干快递时 ， 每月的收入都不到
4000元。 三年下来， 每月能挣到1万元， 我也很满意
了， 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张宇笑着说。

不过让张宇郁闷的是谈对象的事。 他曾经谈过
两个女朋友， 都是因为每天早出晚归， 太忙， 没有
时间陪对方， 导致分手的。 “现在真的是没有时间，
我还年轻， 想着好好干几年， 给自己攒点钱， 好找
媳妇。” 张宇害羞地说。

虽然冬天十分冷， 但是张宇觉得还是夏天最辛
苦， 因为户外温度实在太高， 长时间在外送快递 ，
可能一不小心就中暑了。 “冬天冷了， 多穿几件衣
服就行了。” 马上到年底， 张宇也早盼着回家过年
了， “再辛苦辛苦， 把年前的快递送完， 过年能在
家待10多天。” 张宇开心地说。

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