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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快递仍送到驿站

面对快递新规，快递员是否做

好了准备？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快

递员认为，新规实施将大幅增加快

递派送的时间成本。

当日上午，记者在赛罕区学院

里小区看到，快递员小张正将快递

送往快递驿站，再由其进行入库，

给客户发送取件信息。

“目前，生鲜、冷链等特殊快递

物品我会打电话通知客户，其他普

通快递仍送到代收点，由代收点通

知客户。我每天要配送 400 件左右

的快递，每件只挣 8 毛。如果给客

户挨个打电话，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一天下来送不了多少快递，很

难完成当日的配送任务。”对于新

的快递管理办法，小张说他也有所

了解，但下一步如何实施，正在等

公司的部署。

学院里小区快递驿站的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新规出台

前，京东、顺丰等快递公司会给客

户挨个打电话，确定快递送货上门

还是放置在驿站。其他快递公司由

于配送量较大，挨个打电话通知执

行比较难，目前一些公司还是按以

往做法，将快递交由驿站代收入

库。

随后，记者又来到万豪长隆湾

小区一家快递驿站，工作人员正在

整理刚送到的快递。据这名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还没有什么变化，基

本和往常一样，快递员将快递送到

这里后，他们发信息通知客户取

件。对于快递新规的实施，他认为，

快递员每天的配送量很大，如果再

加上打电话的时间，那一天的快递

需要好几天才能配送完成，他觉得

很难执行。

市民担心快递费上涨

当日10时，快递员小杨正在闻

都新苑小区送快递。和往常一样，

他把快递放到指定地点后，就赶往

下一个小区。小杨对记者说，他每

天5时20分开始上班，将快递分拣

好后装车，9 时 30 分出发配送。他

负责10个小区的配送，一天要配送

800 多件，有时快递量大时甚至顾

不上吃饭。

对快递新规，小杨坦言，公司

也提前说了相关内容，但由于快递

人员紧缺，配送量大，目前很难做

到一一打电话通知，如果有生鲜或

特殊的快递会电话通知客户及时

取快递或送上门。

“我们送一个快递挣5毛，要是

都打电话通知，工作量加大，一天

只能送100多件，收入也就几十元，

不够养家糊口……”新规实施让小

杨很苦恼，他说，如果按新规执行，

以后快递公司就得考虑给他们提

高送件费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和小杨

一样，不少快递小哥都担心新规的

实施会降低收入。

那么市民有何反应呢？当日上

午，正在学院里小区代收点取快

递的冯女士说，如果有特殊商品，

确实需要快递员及时打电话通知

取件或送上门，而对于大部分快

件，她认为交由代收点代收较为

方便，信息告知就行，根据自己的

时间随时去取件。她认为，如果快

递员挨个打电话或者送上门，增

加了快递的配送成本，这些成本

可能最终由消费者买单，直接影

响快递费。

新规执行需要过程

“快递新规的实施对我们来说

基本没有影响，一直以来，顺丰就

规定快递小哥都要事先打电话通

知客户，是送上门还是放到快递驿

站自行取走，由客户决定。”3 月 1

日，内蒙古顺丰速运公共事务经理

毛利明说。

中通快递内蒙古管理中心公

共事务负责人任蕴凯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对于新规的内容，公司已

组织了多次培训，确保每位快递

员都明白新规的细节和实施要

求，但是执行起来还需要一个过

程。

任蕴凯说，为保障新规的顺利

实施，公司会对快递员的考核机制

作出相应调整，具体考核项目和指

标包括但不限于对新规的掌握情

况、工作完成时效、客户满意度等，

同时，也要根据快递员在实际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完善考核机

制。在确保快递员按照收件人需求

选择送货方式的基础上，保障快递

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维护一线员

工的合法权益。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快

递新规的实施，将在安全性、时效

性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新规对于

违规行为提出明确的处罚措施，这

将有助于推动快递行业的规范化

发展，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服务质

量，也会对快递公司提出更高的要

求和挑战。优化配送服务，让快递

服务回归本质，关键还是要加强快

递企业、快递员与用户之间的沟

通。

新规实施，你的包裹上门了吗？

新修订的《快递市场
管理办法》3月1日起施
行。根据新规，经营快递
业务的企业若有未经用
户同意代为确认收到快
件，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
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
站等方式投递快件，以及
抛扔快件、踩踏快件的行
为，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当日，记者走访了呼和浩
特市部分快递驿站，并采
访快递小哥及企业，了解
新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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