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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上午，记者在市区光明路见到了正在派件的韵达快
递员翟文涛。和他沟通后，商定第二天记者和他一同派送快递，
体验一把快递员生活。

翟文涛今年27岁，负责建设路到湛北路、凌云路到光明路区
域的快件派送。做了两年快递员的他自称“不算老资格，但也算
经验人士。”他说，正常情况下，他每天会送达百余份快递，“双11”
期间则会翻倍，“具体也没做统计，至少多一倍吧。我和另一个快
递员一起负责一片区域，都得忙一整天。”他说。

快递员翟文涛：
忙时一天工作 18小时

“双 11”虽已过去一
个多星期，但“剁手族”们
网购的硝烟远未散尽。
等待物品送达的过程中，
那些繁忙地穿梭于大街
小巷的快递员成了他们
最想见到的人。

快递员“双 11”期间
究竟多忙碌？快递行业
是否如传说中的高薪？
11 月 19 日上午，记者跟
随韵达快递员翟文涛体
验了把“马云背后的男
人”的工作。

11 月 19 日，记者与翟文涛
约定上午9点20分在光明路中
段湛河区政府门前会合，可直
到10点才等到他。“不好意思，
有个收件人取件慢，我在双丰商
城等了他半个多钟头，等得我连
抽了三根烟。”翟文涛说，自从
当了快递员，原本三天抽一包
烟的习惯变成了一天一包。

电话无人接听、取件慢，都
是翟文涛派件中最烦的事。“经
常遇到打过电话等半天，刚走
就又来电话说到家了，让再送
过去的情况。急人，但没办法，
只有干久了，摸透那些常见的
收货人的脾气才能送得快。”他
说。

翟文涛说，他刚做快递员
时，起早贪黑一天也只派送五
六十件快递，现在一小时平均
送三十件不成问题。

效率提高来之不易，记者
发现平时步行 5 分钟的距离，
送货时停了七八站，用了将近
一个小时。跟着翟文涛在几个
饭店旁的过道中七拐八绕，记
者才发现原本以为熟悉的区域
里“别有洞天”。翟文涛说，车
上一百多个快件，可能就有一

百多个不同的地址。“有些单位
或商场收件集中，其他的小店
或小区就得费心思总结出快捷
路线了，所以当快递员头一个
月的任务就是熟悉路线。”

每送过三四站快件，翟文
涛就一边打电话通知附近的收
件人，一边将三轮车中的货物
按照发件顺序再次整理，将最
近的快件放到车座上，稍近的
摆在车厢外侧。“有些人取件
慢，我得提前打电话。有的人
电话刚挂就冲出来了，那我就
到地方打电话。经常网购的时
间长了就熟悉了，还得靠摸清
脾气。”他说。

记者看到，派送过程中确
定好收货人后，翟文涛拿出口
袋里备好的名片或竹签，对着
信息单麻利地一划，单子“刺”
的一声被轻巧揭掉。“我还有根
快递专用笔，一头写字，一头是
刀片，前两天弄丢了。”翟文涛
说，快递员也是个“技术活”，有
经验的快递员能从信息单的纸
质、颜色、粘贴程度判断用哪种
手法更快捷，“那种贴得紧、纸
又厚实的，超难揭，最好用刀片
割。”

快递也是“技术活”

“您好，韵达快递。您的包裹
到了，麻烦到门口签收。”一上午，
这句话翟文涛在电话中重复了百
余次。到了派送密集的单位门
口，他更是以每分钟平均三四个
电话的速度通知收件人。

既要抓紧打电话，又要利用
等待的时间向记者介绍行业生
活，可连续说了几小时话的翟文
涛愣是没喝水。不仅如此，每到
一处仅一两件快件的“小站”，翟
文涛往往停下车，抓着快件就往
店里跑，三轮车都不锁。

翟文涛说，他平常就注重效
率，“双 11”期间更是不能停歇。

“11月的13、14、15号最忙，忙碌的
情况要持续到月底。12 月时的

‘双12’会再忙一阵子。”

据翟文涛介绍，11月 13日左
右，他从早上七八点开始工作，顾
不上喝水和吃饭，忙到第二天凌
晨两点多才休息。“平常我早上去
公司分拣、装货、提货，下午送货，
基本算是早八点、晚八点的工作
作息。最近，我晚上先去把第二
天上午要送的货备好，第二天早
上直接出发送货。送完货，签收
扫描完，加上备好第二天的快递，
就到凌晨了。”

“双 11”期间，为了节省手机
电量，翟文涛联系收货人时也不
再使用免提，改为贴耳通话。“我
的手机没牌子、非智能，就是普通
彩屏。别人都说我装了两三部手
机，总价值也超不过 300 块钱。
但它们耐摔，也够节电，我用着方

便。这手机能用一天，有的快递
员的手机像砖头似的，待机更长，
15天。”翟文涛说。

等待收货人取货的过程中，
遇到其他公司同区域的快递员，
翟文涛会和对方交流下最近的行
程。翟文涛告诉记者，不同公司
派送方式不同，他所在公司采取
承包制，他能跟别人合伙派送，但
有的公司分派到个人，快递员就
更加辛苦。

“双11”期间快递员是否能挣
到外界盛传的上万元工资？“扯！”
翟文涛脱口而出，斟酌了一会儿，
他说：“应该有挣上万元的，但若
只是一个人，不太可能。”这个月
他的门店确实能收入上万，但店
里一共4个人。

忙时一天工作18小时

当初为何要选择当快递员？
翟文涛说，他和女朋友前年从郑
州来到平顶山，想在平顶山做点
事。没技术、没学历，听说当快递
员多劳多得，也不需要什么门槛，
他就租个门面、买台电脑、备辆三
轮车，生意就开张了。

翟文涛最早的职业设想中，
快递员只需要到公司提货、送货，
自己干了以后才发现想得太天
真。“工作到现在，承包区的老板
换了一半多，快递员也换了好几
茬，干一两个月就不干的大有人
在。”翟文涛说，这个行业流动性
大，他刚做快递员时，没过几天也
打了退堂鼓。工作第一个月，三

轮车被偷，损失4000元，派送的
快递出了点问题，又折进去2000
多元。“第一个月纯赔，要不是想
着前前后后搭了些本钱，把它当
成生意做，早就撤了。”他说。

说起做快递员遇到的无奈，
翟文涛讲了件“趣事”：“我们老板
家里4辆童车，都不是自己买的，
全是送货后收件人说外包装破损
要求退货，店家不退只好自己掏
钱留下的。前几天，我还赔了个
电饭锅和养生壶的盖子。”

不过，两年多的快递员生活，
翟文涛认为自己见识变广、脾气也
好了些。“干这行事儿多又杂，压力
大，有时别人说话一难听就受不

了，但时间长了心态就转变了，也
明白遇到什么人该说什么话了。
但我女朋友不是，她原本脾气很
好，在店里收件两年，遇到人的类
型一多，反而变冲了。”他说。

尽管体会颇多，但当记者问
及以后是否坚持做快递员时，翟
文涛立即表示不会。“这两年快递
行业受重视要感谢马云，但这个
太累，一般都是全家上阵的，我们
干不过来。先干着吧，以后有机
会最好选择别的。”他说。

“快递员有着常人难以想象
的辛苦，有没有什么想对收件人
说的？”记者问。翟文涛思考了一
阵，说：“相互体谅吧。”

盼望相互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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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上午，翟文
涛在整理快件，等待收件人
签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