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爆单，他们经受热度与速度双重“烤”验

今天“出伏”高温依旧
台风本周有望“解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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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晒的中午、 寂静的

午夜， 如果马路上还有疾

驰的电动车， 十有八九是

送外卖的。 外卖骑手成为

炎炎夏日最忙碌的群体之

一。辛苦奔波的背后，是不

能忽视的安全问题。 记者

昨天从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获悉，高温炙烤的 8 月，

中心城区急救车日均出车

1300 次左右，比第二季度

增长了 14.88%。 而在这一

组数字背后，120 急救医

生也谈到了外卖骑手这一

群体的安全问题，“每周都

会遇到与骑手相关的单

子，生活不易，安全第一！”

上周， 市医疗急救中

心虹口分站的急救医生姚

明值班， 凌晨 3 时多接到

一个派单， 在四川北路附

近的一条小路上， 有一名

外卖骑手发生事故， 需要

送医， 打电话求助的正是

骑手本人。 而他因受伤强

忍剧痛， 声音十分微弱。

“我到了现场，发现这是一

起单车事故，附近很暗，视线不佳，骑手速度

很快，加上可能因为疲劳，反应也不灵敏了，

撞上障碍物，人飞了出去。”姚明检查后判断，

骑手锁骨骨折，要做手术，马上将其送到最近

的医院。

“他身上没什么钱，我让他赶紧联系家属

来陪同，但他说自己独自一人在上海打工，妻

子和孩子在老家，上海也没什么朋友，十分可

怜。”姚明说，平时白天出车，就一直看到戴头

盔穿制服的外卖骑手穿梭大街小巷， 高温天

外卖订单多，为了抢时间，他们的速度很快，

横冲直撞，经常与车辆碰擦。 每周，他都会接

到与外卖骑手相关的平台派单。就在周六，又

有 110转来的单子显示， 一个外卖骑手与车

辆发生事故而受伤，但等他赶到时，对方已经

私了。“很少有外卖骑手愿意被 120送去医院

的，一般伤得不重就自己处理走了，对他们来

说，如果超时，收入会有影响，这是他们最不

愿意接受的。 ”姚明说，尽管一再呼吁慢些再

慢些，但对于骑手来说，这个群体需要的并不

仅仅是安全提醒。

急救中心十院分站的急救医生郜素燕上

周末值班时也接到一个单子， 在平型关路灵

石路，一个外卖骑手速度过快，与车辆相撞导

致本人受伤，但 120赶到现场时，伤者也已自

行离开。“像这样的情况挺多的，好在还没有

遇到过特别严重的伤情。”但令郜素燕印象特

别深刻的是， 她在一个星期里遇到了同一个

骑手两次，因为同一个原因而送医。“这名骑

手本身就有疾病，一个星期脑梗了两次，其实

已经不适合再做这份高强度工作了。 但为了

生计，他没有办法，也不想告诉公司，挺让人

心疼的。 ”郜素燕说。

“速度太快、横冲直撞、随意闯红灯”是很

多司机和行人对外卖骑手的印象， 但郜素燕

却谈到了她印象中骑手的另一面。“有一次接

单，在中远两湾城里，一位 90 岁的老先生突

然发病，老伴为了照顾他，也没办法下来接应

救护车。 小区非常大， 门牌号码设置也较复

杂，我们找不到路，多亏一名骑手主动带路，

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带到了楼下。 ” 郜素燕

说，因为有了“带路人”，他们几乎没有绕路或

走错，为老先生争取到了更多时间。“骑手的

手机一直在提醒他快超时了， 但他却没有在

意，这件事让我很感动！”郜素燕说，站在急救

医生的角度， 她很理解骑手的工作和辛苦，

“我们出车救人，也要争分夺秒去现场，但我

们是为了生命， 也希望骑手们珍惜自己的生

命，不要用生命来送外卖。 ”

首席记者 左妍

    业内人士表示， 外卖骑手可选

择“全职”和“众包”，一旦选择“全

职”， 那么遇到订单就是必须接的，

而“众包”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接单

或者不接单。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众包”

骑手不接单时， 这个外卖订单就无

人理睬了。记者从外卖平台了解到，

公司后台的智能系统对于订单分配

有着强大的执行力， 根据每个骑手

的 GPS 定位将附近的订单发送到

他们手机上， 如果该骑手一时不方

便接单，订单也可转换为“互助单”

由其他骑手来领。这种情况下，平台

专送的订单基本不可能遇到“无人

送”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商家

配送未和平台合作， 而是选择自送

或和第三方配送公司合作， 这种情

况下遇到了点某家店无人送餐的情

况， 可能是商家遇到高温爆单暂时

难以应付。 ”有知情人士表示。

为给予蓝骑士更好的保障，饿

了么自 2018 年起， 就号召商家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蓝骑士开辟

一个专属区域，使骑手们得以更有

序、舒适地取餐及休息。7 月 28 日，

饿了么宣布在 120 个城市联手 2.6

万家线下门店发起“骑士堡垒”计

划， 新增 6000 余家蓝骑士驿站让

外卖小哥临时休息，并提供简餐和

水。 今年这些蓝骑士驿站还会迎来

全面升级， 比如增加手机充电、免

费水果、福利餐等服务。 除了餐饮

店外，不少零售卖场也加入到“骑

士堡垒”计划中。 据介绍，“蓝骑士

驿站”面向所有外卖平台的骑手开

放，通过蜂鸟接单 APP 就能定位到

身边的驿站。

    又一个高温预警！ 申城今夏高温日已

经超过 20 天。 伴随持续晴热高温天而来

的，还有节节攀升的外卖订单。 随着越来越

多的市民选择宅在家喊个外卖来躲避酷

暑，申城的外卖订单也达到了沸点，累坏了

不少外卖小哥。

每天的订单量多出近 20 单，他们一路狂奔，却难以达到

所有人预期的送餐速度；饭店出菜速度跟不上，他们心急如

焚，却常常成为“背锅”的对象；骄阳似火，他们汗流浃背、皮

肤黑了好几个度，却还要面对退单、投诉的双重打击。 其实他

们的心愿很简单，你一个微笑、一句“辛苦了”，都会让他们精

神百倍，你愿意帮外卖小哥实现这个愿望吗？

本报记者

杨硕

无奈 | 客人着急他们更着急

    “太热了，实在不高兴做饭，出门

又要出一身汗，在家点外卖轻松又方

便。 ”说话间卢女士已经在手机上通

过外卖平台点了一份烧鸭饭，酷爱奶

茶的她还单独下了一份奶茶的订单，

而这样的外卖生活卢女士和先生已

经过了快一个月了。“我其实很爱做

饭给家人吃，但这样的天气做饭刷碗

太吃力了，还是订外卖吧。 ”

和卢女士有着同样想法的市民

并不在少数，而最近，许多市民反映

外卖送餐速度变慢了。 给某快餐品

牌送餐的陈师傅近日还遇到了退单

的情况。“当时店里做的速度赶不上

了，客人中午又急着出门，干脆把单

子给退了， 我送到了才知道家里没

人，要退单。 ”陈师傅无奈地表示。

在烈日下，外卖小哥骑着“小电

驴”飞驰在申城的大街小巷，忙碌地

穿梭在餐饮店、 居民区和商务楼宇

间， 但是不断加快的步伐也常常赶

不上订单量的激增， 随之而来的是

投诉量的上升。 大部分顾客都是投

诉骑手不能按时送达， 可令外卖小

哥无奈的是， 送餐时间并不仅仅由

他们控制。

委屈 | 尽了全力还是不够快

    美团骑手小宋已经在高温下连

续“奋战”数日了。“天气一热，订单

量就会激增，比平时多了好几倍，中

午高峰期， 最多时候手里拿十多个

单子， 每一单都要以最快的速度给

大家送，就怕送慢了，客户给骑手一

个差评，或者投诉。”小宋告诉记者。

“自从高温天以来，我们每天接

的单子比平时多出近 20个。 ”配送

区域在虹口的骑手小刘说，“我已经

忙到顾不上吃饭喝水了， 连按门铃

不响都会着急， 可是最近单量太大

了，还是会影响速度，但是我们已经

尽力了。 ”为了防晒，小刘已经穿上

了长袖，撩开袖子，记者看到他晒得

黝黑的手臂。“热总比晒伤好，口罩

戴着闷， 但是也能稍微遮挡一下炙

热的阳光。 ”

饿了么骑手张师傅告诉记者，每

一个骑手都不愿意迟到，但因各种原

因不能按时送达，最终接受惩罚的都

是骑手，这种天气被投诉的骑手更加

委屈。 不过就在昨天，站上接到了一

个让人十分暖心的单子，备注上竟然

写的不是催促骑手快一点，而是说天

气炎热，小哥慢慢来，如果超过送餐

时间可以自己点已送达，辛苦了。“遇

到这样的客人， 心里也挺过意不去

的，突然觉得天气再热也能克服了。”

憨厚朴实的张师傅说。

除了餐饮， 上海的外卖小哥还

承担着鲜花和宠物类等产品的派

送， 即将到来的七夕节无疑又会增

加派单量。伴随着订单量的暴增，中

暑和交通事故也接踵而来，对此，外

卖平台和小哥都表示希望市民多一

些谅解。“每次我送单迟到了，看到

客人的笑脸和一句‘没关系’心里都

会很温暖，忘却了烈日下的奔波。 ”

张师傅表示，“我们绝不会偷懒，

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多给外卖小哥

一些耐心、宽容和谅解。 ”

保障 | 智能派单建“骑士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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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外卖小哥多一点耐心吧

    本报讯（记者 马丹）今天，上海正式“出伏”！今年长达 40

天的“伏期”就此终结，但是，“三伏天”结束并不意味着申城

今年的高温日“画句号”。 今天 10时 22分，高温黄色预警信

号再度拉响，受大陆暖气团影响，中心城区、青浦、嘉定、闵行

等地今天的最高气温超过 35℃， 今天极有可能成为今夏第

23个高温日。 不过，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第 8号台风“巴

威”的诞生，有望给申城“解解暑”，本周后期的最高气温将跌

至 33~34℃左右，比 8月中旬持续高温酷暑清凉不少。

据预计，25 日后期，台风“巴威”会经过上海同纬度，受

其外围环流影响，25 日后期到 26 日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

雨，风力也会明显增大，为西到西北风 4~5级阵风 6级。

申城会不会就此凉下去？今夏是否还会有高温？气象专

家表示，夏天并未结束，申城的秋天通常都要等到 9 月下旬

或 10月初，常年平均的入秋时间在 10月 2日，近 10年来的

平均入秋时间为 10月 5日。历史上，8月下旬出现高温的情

况并不少见，2003 年的 8 月下旬曾出现过 8 天高温，极端最

高气温更是达到 38℃。 即便到了 9月上旬，如果副热带高压

又加强西伸，申城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也有再次出现高

温天气的可能。

■ 烈日下，外卖小哥骑着“小电驴”飞驰在申城的大街小巷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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