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上接 A05 版）

2016年1月8日  本版编辑／陈泱  版式／王蕾
电话：0731-82333637  E－mail:chenyang@fengone.com 新闻·娇点关注

“目前将每件包裹投递到每个

客户手中是不太现实的。”负责配

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世纪城小区快

递的申通小哥谷明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和

“双十一”、圣诞节等网购量暴涨的

日子里，基本上每个快递员每天要

送两三百件快递，即便是平时，每

天也有上百单，“假如每个包裹都

挨家挨户送到家，根本无法保证当

天将货物全部送完”。

另一方面，为了节约时间，快

递员都是尽可能多地往车上装货，

带着这么多的包裹走街串巷，快递

员必须想尽办法保证包裹的安全。

“以小区为例，快递员如果要送货

到家，就必须把车停在小区楼下。

但现在快递员要么是骑的电动摩托

车，要么是改装的电动三轮车，这

两种车的安全性都不高，包裹丢了

还得我们自己负责。”谷明文向记者

坦言，他就曾经因为上楼送快递，

不到五分钟，电动三轮车上的包裹

就被偷了好几个，他为此赔了一个

月的工资。

谷明文透露，尽管快递公司的

服务标准中都注明有“营业员收派

件时必须提供门对门服务，严禁业

务员以时间紧、楼层高、货件多或

货物大等借口要求客户下楼（或到

指定地点）办理手续或取快件”的

细则，但因工作条件所限，几乎没

有哪家公司会真正这样严格要求快

递员。

至于学校，曾经在大学校区进

行过快递配送业务的谷明文就觉得

难度更高了，“要把包裹直接送到

每个学生手里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谷明文解释称，高校不同于一

般住宅区、写字楼，上午、下午学生

普遍都有课，这时候送到学生宿舍，

人不在；送到教学楼，让学生拿着

包裹进进出出确实有碍教学秩序。

到了晚上，学生又有课或社团活动

等。“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选择

在午间或傍晚到学校统一送货。但

即便这样，还是很难送上门，因为

就算我们不吃饭学生也要吃饭嘛。”

谷明文觉得，快递员之所以很

难在高校“送货上门”，主要还是因

为学生的活动空间太大。“假如学

生网购时写的是宿舍的地址，但配

送当天他在体育馆参加拔河比赛，

那我到底是送到体育馆算‘送货上

门’，还是一直等学生比赛结束回

到宿舍楼签收包裹才算‘送货上门’

呢？”

■写字楼

取一次包裹，像过一次安检

如今快递凭什么不送最后100米？

2014 年，国家邮政局对

外发布了《快递专用电动三轮

车技术要求》，这份技术要求

于当年 9月1日正式实施，其

中对于电动三轮车的尺寸和

安全性都有规定，同时要求

后箱装有防盗锁。业内人士

称，对于很多快递公司来说，

有正规合法的快递三轮车是

令人拍手叫好的。有了合法正

规的运输工具，也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货物安全和上门

服务之间的矛盾。

都市白领，也是如今“买买买”

的主力军。但当购物与工作相逢，

一个不靠谱的快递小哥往往会让事

情变得更糟。

今年32 岁的林琳（化名）是中

国移动湖南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的客服经理，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剁手党”。因为独自居住，为了方

便收包裹，林琳便将收货地址定在

了公司。

“员工都是凭工作证进出公司

大楼，访客则需登记身份信息。”

一方面是快递员进门难，另一方面

也不想因为频繁进出收快递而给领

导留下“工作不认真”的印象，所以，

林琳都是拜托保安代为签收保管。

“但英雄所见略同，单位其他

同事也都是找保安代收包裹，特别

是去年‘双十一’那几天，写字楼

仓库里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林琳

说，因为之前出现过员工错拿包裹

的现象，所以每次领取包裹，她都

要向保安说明包裹签收时间以及所

装物品等信息；遇上“双十一”就

查得更严了，哪怕是熟面孔，也要

登记个人身份信息才能进仓库。

但仓库才是真正的战场——“要

想从‘包裹山’里找到自己的那一

个，才真是大海捞针。”就算找到了

包裹，事情也还没完。“保安还要

反复核对包裹单上的信息与我事先

填写的是否一致，如果是较大的物

件，还要当场拆封，像是机场过安

检一样。要是快递员能直接送到我

手里，哪里会这么麻烦。”林琳说。

李镜亮 （湖南省消费
者委员会秘书长） 

尽管快递员有很多苦

衷，但快递服务单位在接

受托运人需要的服务后，

就已经与客户形成了服务

合同关系。托运人在承运

合同重要组成部分的快递

邮件详情单上填写了明确

的收件人姓名、地址等信

息，承运人应当将所托物

品送达收件人，才视为完

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快递

公司在未将包裹送达到服

务合同约定的地点的情况

下通知收件人取件，视为

未全面履行服务合同约定

的义务，构成了合同违约。

同时，根据 2013 年 3

月开始施行的《快递市场

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和

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快

递公司投递包裹必须按照

包裹单上写明的姓名和地

址进行投递，也就是说，

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必须将

包裹送货上门，哪怕是在

投递地址附近打电话叫人

来领取签收都是没有尽到

责任的。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

实际取件人的地址要与包

裹单上写明的地址一致，

实际取件人的姓名也必须

是包裹单上的姓名。现在

的快递员往往根据电话号

码进行投递，其实这么做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违

反了相关规定。

如果因为快递公司的

失误造成损失的，根据《快

递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

保价快递按保价金额赔

偿，未保价有协议的按协

议赔偿，没有协议的按《邮

政法》和《合同法》的规

定赔偿，《合同法》规定则

是按照到达地的市场价格

赔偿。

上班禁收快递，擅自离岗扣工资
如果遇上了严格的老板，白领

们收快递就真成了一场“囧事”。

在长沙市芙蓉区友谊商店上班

的张娜（化名）就因为公司禁止上

班时间接收快递，只能让离公司不

远的闺蜜代收。“公司前台同事也

会担心老板觉得员工心思都在网购

上，所以不会帮我代收。”

有时，写字楼物业也会对快递

员送货上门“添堵”。为啥？因为只

要快递员进入写字楼，物业方就要

向他们收取 1元的管理费，如果是

顺丰的快递员，则收 2 元。这样的

规定，让在长沙某写字楼工作的张

先生叫苦不迭：“收快递难就算了，

这下就连叫快递员上门取件都不行

了。”

记者还了解到，有些公司尽管

没有禁止上班时间接收快递或禁止

快递员进入写字楼，但却有对擅自

离开岗位的员工予以现金处罚的制

度，从而也导致一旦快递员不送货

上门，白领即便在公司也无法签收

的局面。

■快递小哥

工作条件所限，难以“镖镖必达”

■专家

快递未送货上门
属违规，
消费者可索赔

■ 支招

一方面是法律法规明确指出必须“送货上门”，一方面是
快递员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诸多难处。但顾客是上帝，开动
脑筋，解决问题，好过单纯的吐槽和抱怨。这不，办法不就
来了吗——

学校：为收快递开发“一点无忧”
刘怀毅是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的学生，他很喜欢

淘宝，所以也特别关注收快

递的问题：能不能开发一个

系统，可以实现随时沟通、

预约快递配送时间，并制定

最优配送线路？有了这个想法

后，他立即和同学冯程、肖

旭琢磨起来。三个人通力合

作，设计出了“一点无忧”智

能系统。该系统带有GPS 定

位功能，用户通过客户端以

QQ、微信、短信等通讯平台

与快递员实时交流，商定领

取包裹的具体时间，并通过

定位让快递员看到学生的实

时位置信息，收发快件“点对

点”，再也不用担心在茫茫人

海中互相错过啦。

小区：设立“智能包裹柜”，凭短码开箱取物
为了解决小区快递送货上

门难的问题，长沙中海国际

社区从 2014 年 10 月下旬起

就设立了名为“速递易”的“智

能包裹柜”。

该小区销售经理黄小波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签署

了协议的快递公司快递员们

来小区配送包裹时，如果户

主不在家，可以把包裹直接

投放到“智能包裹柜”里，这

时，户主会收到一条短码信

息。户主到家后，凭短信中

的六位短码，即可开箱取出

包裹。

“这个包裹柜 24 小时内

取件是免费的，超过 24 小

时按每天 1元收费。”黄小波

说，自从小区设立“智能包裹

柜”后，不少户主都很满意，

认为不用再为外出时不方便收

快递而头疼了。“关键是，使

用‘智能包裹柜’还有助于提

高安全性。以前业主不在家，

快递员直接将包裹放在物业，

遇到有人错领，就很容易引

起纠纷。”黄小波说。

记者也了解到，从 2014

年起，“华银园”、“左岸春天”、

“恒大雅苑”等长沙多个小区

和中南大学等高校已经陆续

设立了“智能包裹柜”。

写字楼：专门设立“快递收发室”
长沙万达广场写字楼 B

座一位张姓负责人介绍，目

前在写字楼负一层的地下停

车场，已经设立了一间“快递

法规：快递小哥“座驾”有了技术要求

收发室”，写字楼物业正逐步

与租户就快递收发事务签订

合约，详细规定哪些包裹由

收发室代签，哪些由租户自

己签收。“按照合约，快递公

司的包裹到达后，会有专

职递件员统一签收，

然后再分别送到

租户手中。如

果包裹属于

合约中规定

的重要文件，

或者明确注明

为电器等贵重、

易碎物品，通过

办理出入手续后，

快递员可进入写字楼

内，由租户或者网购

买主直接签

收。”

（下转 A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