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群众需求，在北京
局的组织下，各邮政快递企业纷纷成立“快递
保供团”“青年突击队”，很多从业人员化身

“抗疫志愿者”，成为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的
重要力量。

为满足市民需求，邮政快递企业主动扛
起民生重任，采取多种方式，守护好市民的

“菜篮子”“米袋子”——
北京市朝阳区邮政分公司成立了一支由

70名员工、16辆燃油机动车、若干辆电动三轮
车组成的应急小分队，供区交通委战备储备
随时调用。农光里、双井、垡头三个网点符合
条件的 300 余名投递员工已纳入朝阳区政府
白名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负责疫情管控
区域内快递工作。5 月 1 日晚，朝阳邮政接到
区商务局的紧急通知后，连续 3天协助物美超
市配送物品到小区。这些商品多为米面油、
矿泉水、小食品、卫生纸、调味品、蔬菜水果等
必需品。朝阳邮政安排熟悉路况、经验丰富
的员工组成小分队，确保配送时限必须达到
最短最优、生鲜货品务必做到优先配送。

快递企业也争相发力。顺丰每日协助物
美完成 30—40家门店货品的运送，让市民“手
里有粮、心中不慌”。此外，顺丰还联手华欣
超市等多家北京本地商超集团，建立“商超门
店+快递站点”的鲜蔬线上线下服务模式，为
城市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物资配送。中通在北
京的超 200 家网点运行正常，近 1 万个快递小
哥奔赴在抗疫一线。近日来，中通北京转运
中心平均日处理包裹 170 万件，近一周来单日
高峰快件量近 200 万件。北京申通要求各站
点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全力保障收派服
务。目前 140 家快递网点中，东城和西城申通
网点的 N95 口罩已于 5 月 4 日配发到位，其他
区域网点预计 5 月 10 日以前配发到位。京东
则建立了涵盖仓储、分拣、运输、配送全环节
的防疫应急机制，在落实相关防疫政策要求
下 24 小时开足马力调度运转。除定向支援的
1000 名一线人员外，2000 余辆北京运输车辆
也已调拨到位。菜鸟驿站为北京近 2000 个社
区和 80 所高校提供末端服务，在多所高校投
入使用无人车进行配送……

顺丰北京甘家口营业点成立了“火种部
队”，参与居委会志愿服务，协助街道为隔离
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万寿路街道新就业群
体顺丰速运五棵松站点流动党支部、鲁谷街
道新业态新就业群体“青年突击队”都有顺丰
小哥忙碌的身影。京东组建临时党支部 1个、
党员突击队 3 支，派驻 80 名快递小哥化身志
愿者，按照街道统一安排深入封控社区，24 小
时驻守，为居民提供投递配送服务。圆通北
京党支部成立了 15 人党员突击队参与抗疫，
协助社区开展扫码登记、维持秩序、运输生活
物资等工作，当好群众的贴心人。 5 月 2 日，
韵达北京快递小哥黄俊琨在北京大兴区天宫
院街道林海园小区送快件时，赶上小区封控，
便成为志愿者，继续为社区居民服务。“既然
出不去，就干脆当志愿者吧。我是送快递的，
配送物资属于老本行。”黄俊琨说。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快递小哥不
仅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还参与社区站岗、宣
传引导、代买蔬菜和生活用品等各项工作，为
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持续奉献光和热。

近日，国家邮政局消息披露：一季度，快递服务企业业务
量累计完成 242.3 亿件，同比增长 10.5%；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392.8 亿元，同比增长 6.9%。

本轮北京疫情发生以来，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配送
量大幅增加，邮政快递业紧急调配人员车辆，开展民生保供
行动。

目前北京市邮件快件日均揽收量近 600 万件，投递量约
1000 万件，日均收寄量、投递量均比疫情反弹前增长 100 万
件，邮政快递业在保通保畅、配送民生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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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
测纳入免费范围、为快递企
业运输车辆发放第一批应
急物资进出京调拨转运证
明……在北京市邮政管理局
（简称“北京局”）的积极协
调下，一个个利好消息接踵
而至，为冒疫奔忙的“小蜜
蜂”再添助力。

疫情发生后，北京局认
真贯彻国家邮政局和北京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从
严从实抓好行业疫情防控
和保通保畅工作，在分析研
判、督导落实、争取政策、畅
通渠道等方面不断发力，为
首都居民提供安全、放心的
邮政快递服务。

企业面临哪些困难？如
何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北京局积极
摸底，主动谋划，为行业争取利好政
策。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北京局向
市领导报送专题报告，并借助会议、
调研等机会多次反映诉求，争取核酸

检测等政策支持。近日，北
京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继续加大中小微企业帮扶力
度加快困难企业恢复发展的
若干措施》，将邮政快递业
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测纳入
免费范围。目前北京有 10
多万行业从业人员，按照当
前行业定期核酸检测要求测
算，预计今年将为企业节省
1700余万元。

本轮疫情发生后，北京
局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
和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及
工作专班，由局主要负责人
任 组 长 ，统 筹 调 度 各 项 工
作。各派出机构和各企业按
要求及时补充调整工作人
员，极大地充实了疫情防控

和保通保畅工作力量。该局积极与
相关部门沟通协作，并成为北京市物
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成员单位，为保
障邮政快递企业通行、生产奠定了基
础。

扛起保畅使命 落实运输工作

此前，该局还与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
门积极协调进出京车辆通行有关政策和操作
流程，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为企业办理
应急物资进出京调拨（转运）证明。“有了这个
证明，快递运输车辆进出京更便利，疫情防
控、民生需求有了更强大的快递运输保障。
这是对我们连续多个周末加班加点工作的最
大褒奖。”回想起一个月前为快递企业发放第
一批应急物资进出京调拨转运证明时的情

形，北京局市场监管处李斌仍十分激动。
李斌介绍，为保障生产生活物资和快递

服务需求，按照市政府工作部署，北京局及时
调研掌握快递企业运输车辆进出京需求及存
在的困难，研究办理进出京证明实施方案，成
立工作专班，加班加点审核企业材料，利用周
末时间为符合条件的快递企业车辆、人员制
发应急物资进出京调拨转运证明。同时要求
各快递企业落实企业管理责任，加强相关车

辆、人员管理，严格遵守各地防疫政策，做好
进出京车辆、快件消杀及个人防护，做到“封
闭式管理、人员不接触、车辆与快件严消毒”。

为进一步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
北京局正在为行业运输车辆核发全国统一样
式车辆通行证，以满足行业运输车辆进出京、
跨省市需求。同时积极推动顺丰等企业纳入
北京市重点民生保供企业白名单，力争为北
京防疫大局和民生保障作出更大贡献。

扛起民生重任 齐心协力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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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供“护卫队”畅通“最后一公里”
□ 通讯员 王宏坤

目前，随着疫情攻坚战压力递减，快递
到了逐渐复工复苏的时刻。五一节假期间，
全国快递揽收与投递同比均呈现增长态
势。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五一
假期（4 月 30 日—5 月 4 日），全国邮政快递
业运行平稳，揽收快递包裹 13.4 亿件，同比
增长 2.3%；投递快递包裹 14.7 亿件，同比增
长 19.7%。

身处疫情“风暴眼”的上海，目前正按照
相关要求，保供、保通、保畅三个阶段有序开
展复工复产工作，运送民生物资日均已超过
1 万吨；一度发生聚集性感染的山西，目前
已有 403 个分拨中心恢复常态化运行，正常
运行率达到 94.8%；11231个营业网点恢复常
态化营业，正常营业率达到 93.2%，累计发
放邮政快递车辆通行证 2302张。

疫情的“波点起伏”也意味着全国各地
的防控工作将成为一种常态。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快递如何顺畅运营？是需要深度思
考的事。

疫情冲击带来巨大影响

这轮疫情给快递带来的最大影响，一是
部分城市或区域的快递运行被迫按下暂停
键；二是与快递密切相关的相关产业供应链
遭到重创；三是快递物流人，尤其基层网点

和一线从业者情绪陷入焦虑。
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快递物流业

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有效保障社会物资及
人们生活所需物资的有效运转与配送。笔
者认为，它是社会畅通运行的“大动脉”之
一。然而，在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抗疫战役
中，很多快递物流企业的支撑保障作用并没
有得到有效发挥。

以物流为例，尽管交通管理部门一直强
调“一断三不断”，即在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
道的同时，保证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
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
运输通道不断，但仍然有关停高速、不认外
省核酸检测结果、在高速公路随意设置防疫
检查点、忽视滞留司机的合理需求等现象。
对快递物流企业整个网络运行造成影响，导
致很多重要节点无法正常运转，业绩下滑严
重。

有快递行业研究人士表示，以上海为
例，长达一个多月的“停摆”，对整个 4 月份
快递（物 流）公司的业绩预计会产生 30—
50%的影响。

如何在稳定经济和疫情防控之间找到平
衡点，考验着决策部门的智慧与勇气。在笔
者看来，只有经济形势稳定了，才有长期抗
疫的实力和底气；只有防控措施得当了，经
济才有回升发展的空间。综合来看，保证产

业链和供应链稳定运转依然是当务之急。

建立“小闭环运行”尤为重要

全程全网的快递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一个点不能收发，全网或多或少都会受影
响，分拨转运、干线运输等环节的运作效率
也随之降低，单票成本上升。企业运营在短
期内难度陡增。在国家、相关部委以及各地

“保物流”“保畅通”的疏导和扶持下，随着
快递物流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一个不可回避
的话题也提上日程：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要
如何保障网络正常运转？

站在企业角度，一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国
家相关防疫政策，在各个环节做好安全防控
消杀措施，快递小哥上岗也要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严格执行；二要做好网络科普，消除客
户不必要的担心、疑虑和误解。

除了以上日常安全防护外，也要“特殊情
况特殊对待”，实行多元化的运行策略。某快
递物流企业高管表示，防控常态化下，在疫情
管控或半封控区，相关部门要允许企业建立
各种“小闭环”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
序。“像此前，医院、工厂、商业、物流等这些都
是环中套环，但却是环环隔离，带来的后果就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垂直领域纷纷面临断链，
旷日持久。”因此，建立“小闭环运行”尤为重

要，由此以保障整张网的正常运行。
另一位快递物流从业者向锋雷也呼吁，

务必要接受并重视疫情防控常态化这件
事。大家不要妄想去“应付”疫情，不要觉得
疫情防控不会常态化，更不能有侥幸心理。
快递想要顺畅通行，一个基础前提就是接受
防控常态化这个事实，并严格按照政策要求
和标准执行。

快递小哥叶千涛建议，防控常态化后，
相关部门可以和企业合作，将快递纳入应急
力量之中，利用快递员熟悉区域情况这一特
征，完成物资配送；或者将快递小哥作为志
愿者力量来储备，只要有需要，随时可为疫
情防控贡献力量。

明确“成本问题”并解决主体

在疫情管控与半管控区，相关部门要求
在安全状态下，解除快递员隔离，让快递员
出来工作是好事，但这也会带来两个问题：
一是快递员出来没有快件可送，网点和快递
员收入怎么解决？二是核酸、吃住这些成本
问题如何解决？

比如核酸与抗原检测，按照相关政策，
80 个快递员一个月核酸和抗原的检测费用
就要 1—2 万元。这些问题，如果都是由企
业（网点）独自承担，在网络无法全面恢复正

常运转下，会有很大成本压力。以上海复工
复产为例，里面涉及到“集中居住”。快递员
被解封后，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集中居住、
温饱问题，这个是由企业自主承担，还是相
关部门协助解决？

其次，是消杀问题。因为快递员送快递
是来回跑的配送角色，会接触到很多人，如果
防护做不好，他会变成一个传染源，所以他需
要每天做抗原、核酸。抗原、核酸，这些由哪
个部门或者谁来做对接、监管？检测点能不
能给他们“优先权”，或者开通检测绿色通道？

对于该现象，多位快递专家认为，居住、
吃饭、核酸检测等，这些问题的确是现阶段新
出现并且都需要去完善的问题。否则，快递
很难正常复工。其中一位专家张永林表示，
这其中还包括快递员的防护服问题，这个成
本长期算下来也不低。对于企业与快递员，
政府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牵头，采取一些特殊
措施，去做底层保障与保护。因为企业顺畅
运行、保障快递员安全，就是保障了市民的安
全。

疫情防控常态化，快递如何保运营？ □ 屈利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