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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调查

今年，河北共有56位劳动者先进代表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梳理这些获奖者的年龄，所从事的行
业，我们能看到一些新时代全国先进模范
的新特征。

最显著的一点是，他们当中，80后、90
后越来越多，共有近20位。他们正在接过
老一辈的接力棒，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苑双龙，33 岁，安平县瑞申网业有限
公司织网工，衡水市金牌工人；

谢晓星，34 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整车事业部副主任，工程师；

周文涛，34 岁，河钢集团邯钢公司三
炼钢厂生产技术科科长；

孙泽，34 岁，河北省粮油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储运一部质检组长；

……
作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思维活跃、学

习能力强；作为团队带头人，他们和团队成
员的关系更加平等，注重沟通技巧和学习
型组织的建立。

同时，获奖者中来自非公有制企业基
层一线的产业工人占比不小。

周培，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木
工班班长，高级技师，获沧州市十大工匠
称号；

韩军英，河北华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焦化三分厂维修车间主任，高级工；

张赫，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总装一
车间汽车维修工，高级技师；

暴振岭，邢台德贵纳米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仪表技师，邢台市金牌工人；

……
他们战斗在产业一线，是各个行业的

能工巧匠、破解技术难题的“治病”专家。
而且，他们注重带徒传艺，培养出众多素质
过硬、本领高超的更年轻的徒弟。

我省这些获奖者所从事的行业和具体
工作，很多跟制造业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
有关。

陈占峰，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铝合金厂电焊工，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
他是中车唐山公司焊缝免检第一人，先后
攻克车体枕梁全自动焊接等 50 余项技术
难题；

刘美红，华北油田公司第三采油厂饶
阳采油作业区集输工，高级技师，华北油田
公司技能专家，先后取得各类创新成果
41项，取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7项；

李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21工厂机
加中心钳工，机械专业首席技师。他攻克
了L型接头换装，为工厂创造1.2亿元的经
济价值；

……
今年的获奖者中，还有很多医务工作

者，他们为疫情防控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立，河北燕达医院医务部主任，副主

任医师。2020年，作为河北省第一批援鄂
抗疫医疗队队员，奋战在抗疫一线55天，
为廊坊市援鄂工作时间最长的队员之一；

刘拴虎，唐山工人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医师。2020年初，他作为第三批唐山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2021 年石
家庄出现疫情，他再次请缨，在石家庄人民
医院工作31天，参与重症患者救治；

……
他们是新时代的见证人，更是新时代

的领跑者。
文/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他们身上的

新特征

【记者观察】

4月16日上午10点，石家庄市槐中路街
边。谷聪站在那儿，一手煎饼，一手豆浆。

他正在附近仓库盯一个顺丰速运的配
送项目，从早上7点忙到现在，才来得及补
上一顿早餐。

因为工作没规律，一日三餐不能按时
吃，对于谷聪，这是常态。

“现在我这胃可‘聪明’了，什么时候干
完活，它什么时候喊饿。”吃的苦，受的累，
让95后的他说出来，总是自带“欢乐”。

2015年11月，谷聪还是石家庄工商职
业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大三学生，在顺丰速
运石家庄槐安路营业部实习。

当时，营业部绝大部分快递员是高中
学历，大专生谷聪，称得上高学历。

“你可是大专生，为啥干快递？”同事、
同学、父母，几乎身边所有人，都不理解谷
聪的选择。在他们眼中，送快递这份工作
技术含量低，又苦又累，枯燥乏味，是为了
维持生计不得已的选择。

但谷聪不这么想。

谷聪说起实习时一个印象深刻的数
字：912亿，这是2015年“双11”天猫平台的
总交易额。而 2014 年，这个数字是 571 亿
元，一年增长300多亿元。

“照这样下去，快递行业未来可期，快递
员这个职业也会有不一样的精彩。”谷聪说。

事实上，谷聪最初报考“物流管理”专
业，就是在为从事快递行业做准备。

当时，和谷聪同时到顺丰速运当快递小
哥的，还有两个 95 后，但不久两人都离职
了。因为这其中的苦，不是所有人都吃得下。

首先是一年四季日晒雨淋、迎风踏雪。
夏天，谷聪的脸、脖子、胳膊晒得黝黑

发亮，脱了上衣，界限分明。遇上大雨，快
递三轮车抛锚，谷聪蹚着没过小腿深的积
水一步步推着走。

冬天，比夏天更“难熬”。
谷聪给记者翻出一张照片——一位从

头到脚落满雪的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行
走在路上，身后背着的快递包也被雪盖住，
辨认不出颜色。

这个“雪人”就是谷聪。照片是2015年
冬天，石家庄一场大雪中，同事拍下的。

谷聪负责投递的片区是石家庄万象天
成写字楼C座。

每天的快递工作，从早上7点半到营业
部开始，一天收三轮、派三轮。8点第一轮派
件开始，下午6点回营业部做件、分拣，加上
收工前的例会，下班到家已是晚上9点以后。

根据派送规定，到件要2个小时之内必
须派送到客户手里；发件要在客户下单1小
时内必须收取。时间久了，谷聪工作时，心
里都装着一个只会倒计时的表，在路上跟
着他“嘀嗒嘀嗒”。

谷聪穿梭在写字楼里，每天平均收发
150-200个件，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个。

记者背了背快递小哥们的快递包，高
七八十厘米，和户外专用包差不多大，单是
空包就已经压肩膀。而谷聪的包里，经常
要装四五十斤的快件。因为时间卡着，有
时候他干脆不等电梯，直接爬楼。

严格限定的收派件时间，还带来一个很
大的问题——工作中经常没有时间上厕所。

“我们每一个快递员都特别特别能憋
尿，一憋三四个小时不成问题。”谷聪无奈
地笑笑。

五六年前，石家庄路边的公共厕所还
没有这么多，很多社区也没有公共厕所。
现在，谷聪虽然不在一线收快件，但看到哪
里新建了公厕，他都替快递小哥们高兴。

一天中，下午 1 点到 3 点，收派件量最
少，谷聪可以找个地方歇一歇，甚至睡个午
觉。而这个地方，可能是公园座椅，也可能
是他的快递小车里。

“我负责的片区有个绕树一圈的座椅，
那比小车里舒服，车里闷还伸不开腿。”谷
聪1米85的大个子，车斗只有1米4长。

4 月 23 日，顺丰速运石家庄华夏营业
部，谷聪拿记者的手机演示快递包装。

取一层气泡垫，包裹手机，拉出胶带，
粘紧，右手大拇指一划，胶带断开。再取一
个小纸箱，垫好气泡垫，放入包裹好的手
机，粘好纸箱。

全程不到10秒。
并不是所有快递员都能既保证规范，

又能达到这个速度。
2018年12月，在河北省职工职业技术

大赛快递行业专业比拼中，谷聪战胜了全
省各个快递公司选派的50多名快递员，获
得个人组第一名。

比赛项目中，有一项就是包装快递实
操比拼。

两枚鸡蛋、一个玻璃杯、两件电子设
备、一件衣服，分别打包，限时15分钟。之
后检测员会把快递举过头顶，“啪”摔在地
上，再踩几脚。

脆弱的鸡蛋，包装难度最大。
“先拿气泡垫把鸡蛋包裹起来，然后用

硬纸板把鸡蛋四外围住，最后放入填充了
泡沫板和减震棉的外包装纸箱，封好。”聊
到技术，谷聪驾轻就熟，语速变快。

谷聪打包所有物品只用时12分钟，最

短。第二名15分钟，第三名超时完成。
还有一个考题，只有谷聪得了满分——

给不同重量、不同地址的十几个快件设置
在快递车中的摆放位置和派送顺序。

“大不压小，重不压轻，易碎件车头单
独摆放。配送由远及近，由高至低。”谷聪
说，看似简单的规则，实际操作中要一次找
到最优解，并不容易。

能拿到第一，谷聪并没有特别准备，因
为从接到通知到比赛只有一个月，他一直
在工作。

但换个角度，每一次包装、收送件，谷
聪都在一遍遍演练大赛中的类似考题。为
了效率，在配送前，他的脑中要一次次组织
起百余件快件的派送顺序图。

这个第一名，还带来意外收获。
2020年10月全国快递行业启动实施行

业职称评定体系，第一张“中级工程师”职
称证书颁发给了谷聪。

谷聪从职业技术大赛和行业职称评定
中受益，但他觉得更大的意义是改变了人
们对快递员这个职业的认知——快递员不

仅仅只是个“跑腿儿的”，它也有技术专业
性。

除了需要专业技能，作为服务行业，快
递从业者还需要一种能力——与客户高效
顺畅的沟通。

有件事很有意思。
2018 年谷聪结婚时，万象天成 C 座写

字楼的客户们一起给这位快递小哥随了
2000多元的份子钱。

“时间长了，我和很多客户都处成朋友
了。”谷聪说，经常是一上写字楼电梯，电梯
里的人全认识，挨个打招呼。哪个公司的，
在哪一层哪个工位办公，谷聪门清。

对片区内企业客户的熟悉，还有想不
到的作用，谷聪因此及时发现了一起火情。

谷聪当时要去给楼里一家公司派件，
经过同楼层另一家公司，闻到里面有烟
味。他清楚，传出烟味的房间，长期用作会
议室，而此时里面没声。

他及时通知了工作人员，打开门时，一
个塑料纸篓在燃烧。如果没及时发现，后
果不堪设想。

写字楼里的快件有个特点，商务件比
重大，很多是商业合同、票据、凭证，质量虽
小，“分量”很重，如果快件延误、丢失，后果
无法估量。

有一次，一位客户下午6点多打电话给
谷聪，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合同，当天必须
寄出。当时，谷聪已经回到营业部。

谷聪取件儿回来，是晚上7点多，最后
一班配送车已经开往离网点40多公里的藁
城中转场。

追！谷聪开着私家车，一路追到中转
场，终于把手里的快件儿送上了车。

作为95后的快递员，谷聪在工作中，常
常会有一些小心思小创意。

比如，到了圣诞节，谷聪会在派发的快
件外包装上认真写上“圣诞快乐”。“我感觉
自己就像圣诞老人在派送礼物。”看着客户
惊喜的表情，谷聪觉得送快递这活儿不苦，
反倒挺酷。

谷聪偶然发现一位客户把自己的圣诞
祝福贴在了工位隔板上，反过来又被客户
感动了一把。

3年多时间，谷聪经手的快件超过20万
件。他手中的签约客户，从14家发展到22
家，业务量翻了近一倍。

今年“五一”前，谷聪参加了分部经理
的竞聘，这个职位，要同时管理多个网点
运营。

“成了吗？”记者微信上问。
“没。”谷聪后边配了一个“两行泪”的

微信表情。
这不是谷聪第一次落败，在竞聘网点

负责人时，他就失败了三次，第四次才
成功。

“我就是喜欢挑战，想知道自己有多少
可能。”谷聪说。

并不是所有快递员都像谷聪这样想，
许多人选择做快递员，是看重了它工作性
质中的“不变”。因此，谷聪反倒显得特别。

2019年11月，谷聪通过竞聘成为顺丰
速运石家庄华夏营业部负责人。23岁，他
刷新了当时顺丰速运冀州区网点负责人最
小年龄的纪录。

然而，上任不到两个月，他就遇到了自
称为“地狱级”难度的挑战——疫情。

2020年1月，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2020 年 1 月 25 日，我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谷聪除夕（2020年1月24日）下午回到
老家保定，正月初三（2020 年 1 月 27 日）上
午就被公司紧急召回石家庄。

“出村大路都封了，我开车从一条比车
宽20厘米的偏僻小路跑出来的。”谷聪用手
比画。

订单量是平时的四倍，每天200多单，

几乎全部是口罩。而网点的快递员，大部
分都回周边县市老家过年了，省内公共交
通几乎全部停运。

一趟，一趟，石家庄无极、邯郸成安……
谷 聪 开 着 私 家 车 ，把 快 递 员 一 个 个 接
回来。

“当时的念头只有一个，无论如何，活
儿得干，不能爆仓。”谷聪说。

上级主管知道此事后很是惊讶，他们
没想到一个年轻的95后有这样的担当。

正月初八（2020年2月1日）下午6时，
谷聪接到一个特殊订单——中国移动系统
集成有限公司一批移动通信设备，需要立
即送往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

客户提出，初九必须到，初十就要用，
留给他的时间不到36小时。

谷聪想到的第一个方案是空运。但电
子设备不允许上飞机，即便报备运过去，武
汉顺丰停运，没人送。

第二个方案，派专车走高速运过去，但
一时找不到接活儿的司机。

谷聪和区总部打了几十个电话，沟通
了一晚上，最后找到了一位司机。“老兄，好
样的，平安回来！”司机正月初九上午10点
出发，临行前谷聪专门去给司机加油打气。

正月初十零点，专车到达武汉高速出
口，中国移动武汉公司接手，直接把设备运

往火神山建设现场。
快递工作中，这样轰轰烈烈的大事不

多 ，要 解 决 的 ，更 多 的 是 平 平 淡 淡 的
小事。

2021年年初，石家庄发生新一轮疫情。
1 月 6 日，石家庄市宣布封城。1 月 8

日，市政府提出，石家庄快递行业从业人员
返岗保障民生。

“从8日到10日，我们配合每个快递员
所在社区开工作证明，要什么提供什么，
争取尽快返岗。”谷聪清楚记得，到11日
上午，网点 42 人，返岗 40 人，另外 2
人，是因为不符合返岗条件没来。

谷聪知道，他开的每份证
明，在换回一个快递员的同时，
也在为城市民生提供一份
保障。

谷聪主动请缨，承接
了片区外一家大型超市的
民生物资配送。他坦言，
争取这个配送项目，首
先是为了“给弟兄们
找活，不能因为疫情
没了收入”，这是一
个团队负责人最基
本的责任。

“团队每天早

晨 8 点到超市，快递员经常晚上 10 点半还
在配送。最多一天我们配送了1500多单，
一个人最多一天送了60多单。”谷聪说。

快递三轮车跑到没电，面包、泡面是一
日三餐，但当快递员们听到客户隔着门说

“谢谢，辛苦了，注意安全”时，他们收获了
前所未有的职业荣誉感。

“我以这份工作为荣，它虽然平凡，但
肩负着千家万户的希望。”谷聪说。

11 大专生当上快递小哥

22 快递员不只是个“跑腿儿的”

33 抗疫中收获职业荣誉感

【阅读提示】
4月2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对全国2891个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其中河北56人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年仅25岁的谷聪，是我省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19岁，大专生谷聪选择做快递小哥，大家都认为他“吃不

了苦干不了多久”，但3年时间，他收发快件的业绩翻了近
一倍。

23岁，他竞聘成为顺丰速运冀州区最年轻的网点负责
人，没想到上岗一年多，赶上两次疫情。面对前所未有的挑
战，他展现了一个95后管理者的责任担当。

谷聪身上，既有老一辈先进典型吃苦耐劳、拼搏奉献的优
良品质，也有当代年轻人乐观自信、敢闯敢干的特质。

快递小哥谷聪：

25岁“炼”成全国先进
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谷聪正在给同事们讲解包装要领与技巧谷聪正在给同事们讲解包装要领与技巧。。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田田 明摄明摄

▼谷聪正在检查快递车辆的安全状
况。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