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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快递已签收
签收人是“门口”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刘女士是网购
的“剁手党”，春节期间大大小小的商品下
了十几单。她近期发现，节后快递员送货
越来越“随意”，几次收件既没接到电话也
没收到短信，被直接放在家门口的脚垫
上，物流信息显示签收人是“门口”。“完全
不知情，也出现过快递找不到的情况。”刘
女士说，虽然多次打电话投诉反映，但情
况依然没有改观。

相比刘女士担心丢件的烦恼，家住海
淀区的田女士经历更显“坎坷”。她年前网
购了一件大衣，快递的物流信息显示，快
递员将她购买的物品放在离她家 1 公里
开外的代收点，需要自行前往取走快递。

“为了取快递，我还专门打了个车。”她说。
根据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快递

暂行条例》，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
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
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
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
权当面验收。

然而，条例实际执行情况却不甚理
想。在黑猫投诉平台中，针对快递企业的
投诉量超过 20 万条，近期的部分投诉中，
许多用户反映快递员没有送货上门，涉及
多家快递企业。一位用户称，某快递公司
多次把快递放在周边超市里，导致被迫退
单，经过多次投诉后问题才得以解决。

记者发现，被“门口”签收的快递很容
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去年，北京朝阳
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快递员直接把快
递放在了业主家门口，却被“快递贼”惦记
上，专挑中午实施盗窃，被盗的都是首饰、
手 机 等 便 于 隐 藏 但 价 值 很 高 的 小 件 快
递。嫌疑人张某称，在一次闲逛中发现很
多业主的快递就放在家门口，直到晚上才
拿进去，由此产生贪念。

违规操作折射行业痛点

送货上门为何难以达成？一位网点
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活多钱
少”是快递员违规操作的“不得已之举”。
以该网点为例，共有约 60 名快递员，节后
日均派送的快递量达到 1 万单左右，按照
公司规定，需派送出至少 98%的量，但每
单的派送价格却连年递减，从前年的 2.5
元降至去年的 2.1元，到今年降至 1.8元。

根据韵达、申通、圆通等快递公司近
期公布的 2021 年 1 月快递服务业务经营
简报显示，三家快递公司 1 月份单票收入
同比均有下降，降幅在两成左右。上述负
责人说，为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价格
战”在所难免。去年以来，末端快递站点
的经营状况就受到了极大影响，“派件越
多越赔钱。”这位负责人说，他负责的网点
去年赔了约 100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快递公司相互竞
争，压力层层传导至快递网点和快递员身
上。一位负责运送石景山区老山街道附
近社区的快递员告诉记者，因考核要求严
苛，为了保证速度，只能将包裹放置在客
户家门口或小区内的快递柜内。

“一个人就要负责周边五六个小区，
有的要求上午就送到。”这位快递员告诉
记者，由于对住户都比较熟悉，有过允许
放在家门口的经历后，再送货时就会直接
选择放在门口。

此外，受到去年疫情因素影响，快递
网点人员流失相比往年有所增加。一位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春节以来，快递网点
人员流失率在 10%以上。“一部分快递员
因为疫情很久没回老家，回去后想歇上一
段时间再来，还有一些选择回家就业。”

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快递量，一边是不
断拉低的单票价格和人手紧缺。春节过
后，很多快递网点不得不寻找“代派”增加
人手，避免“爆仓”。记者发现，“代派”类

似于网点的临时工，有的实时结账，有的
月结。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一次发现丢
件后，怎么也联系不上物流信息显示的快
递员，经过跟网点投诉才了解到，是临时
找了人手投递。

如何良性发展、提供
更好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快递行业仍然处于深
度“洗牌”阶段，逐渐向品牌化、集中化发
展，要从打“价格战”转变为“比拼服务质
量”，形成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

首先，要针对快件虚假签收等行为建
立追责机制。日前，上海市消保委表示，
将与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继续紧密联动，
进一步督促快递公司严格管理，针对快递
件虚假签收、未经同意擅自将快递件送至
快递柜或驿站等涉及公司和员工诚信的
问题，推动各快递公司建立追责机制，真
正把制度和规定落实到人。同时，联手探
索评价机制，上海市消保委将与上海市快
递行业协会合作，采用多维度数据化的方
法建立快递公司服务评价机制。

其次，要让快递行业摆脱电商平台
的“捆绑”。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会
副会长徐勇说，快递行业的定价权完全
由电商平台掌握，目前国家邮政局只能
对快递企业进行监管，无法对处于上游
的电商平台进行管理，需要相关部门联
合出台政策，规定对快递企业送货形式
区别定价。

最后，需要将快递业务纳入社区物业
管理责任。目前，有些小区出于安全考
虑，单元楼不允许快递员进入，派件效率
低、数量少且大件物品根本无法搬运。徐
勇认为，快递行业服务可以和小区物业公
司开展合作，设置统一收货点，由物业人
员负责送货上门或代为保管，小区业委会
通过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增加了对快递服
务监督的抓手。

“活多钱少”导致违规操作

送货上门的快递
为何总被“门口”签收

近日，不少消费者反映，春节假期结束以来，自己的快递不是被直
接放在门口，就是未经同意便放在了小区周边的快递箱或驿站中，丢件
时有发生、取件极为不便。关系用户体验的“最后百米”送货上门服务
为何成了困扰消费者的烦心事？记者展开了调查。

校园食品安全是很多家长牵挂的
事。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会同教育部、国
家卫健委、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做好 2021 年春季学期学校食品安全
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相关部门进一
步督促落实学校和校外供餐单位的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严管严控校园食
品安全风险。

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以
供餐人数多的学校食堂、基础薄弱的农
村地区学校食堂和食品安全风险高的
校外供餐单位为重点，开展风险隐患排
查。严查严管进货查验把关不严、未按
要求留样、整改不落实等食品安全问
题。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和隐患要
督促限期整改到位，对违法违规行为，
要依法严惩。

严 格 落 实 学 校 食 品 安 全 主 体 责
任。重点督促学校和幼儿园落实好食
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和学校相关
负责人陪餐制度。大力推进“互联网+
明厨亮灶”等智慧管理模式，规范食品
加工制作过程。强化对学校和幼儿园
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落实情况
的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强化进口冷链食品和常态化疫情
防控。指导督促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
单位，严查进口冷链食品的检疫合格证
明、核酸检测合格证明以及消毒单位出
具的消毒证明。及时清理腐败变质、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加强对食品原料供
货商的管理，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政策，坚持“人”

“物”环境同防。
大力宣传制止餐饮浪费。加强学

校健康教育工作，增强学生食品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对学校提供营养
指导，倡导健康饮食理念，重点培养学
生文明用餐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引
导青少年爱惜粮食，培养节约习惯，制
止餐饮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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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学校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

记者 12 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今年 3 月
开展春季学期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
动。通知要求，切实加强手机管理，各
地和学校确保中小学生手机有限带入
校园、禁止带入课堂。家长要加强对孩
子使用手机的督促管理，引导孩子科学
理性对待并合理使用手机。

通知要求，各地和学校应围绕提高
爱眼护眼意识、加强近视监测干预、改
进学校日常管理、加强手机管理、有效
带动家长参与、宣传有益经验做法等六
方面活动内容，利用春季学期开学有针
对性地部署开展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
活动。

其中，在改进学校日常管理方面，
通知提出，各地应督促学校全面自查，
改善视觉环境，不达标的要整改；坚持
眼保健操制度；每节课间必须让学生出
教室活动、远眺。此外，在加强手机管
理方面，各地和学校应落实关于加强中
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确保手机
有限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家长要
加强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督促管理，引导
孩子科学理性对待并合理使用手机；同
时做好作业、睡眠、读物、体质等管理，
引导中小学生注重保护视力，促进身心
健康发展。

防控近视

教育部要求加强
中小学生手机管理

3月 12 日，在位于杭州市西湖风
景名胜区满觉陇村白鹤峰的西湖龙
井茶叶基地，茶农在采摘西湖龙井
头茶，这里是西湖龙井茶核心产区
之一。

当日，西湖龙井茶“龙井 43”品
种正式开采，杭州西湖龙井茶一级
保护区里的满觉陇村、梅家坞村、龙
井村、翁家山村等产茶区的茶农们
开始采摘首批西湖龙井茶，3 月下旬
将进入大规模采摘期。专家认为，
今年的西湖龙井高档茶产量将比去
年有所增加，品质整体优于前一年。

西湖龙井正式开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