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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
加 速 度

许网点复工。即便是可以复工，快

递员们还要闭环管理，食宿问题又

亟待解决。

爱心外卖员“退休”
订单比疫情前还多

随着 6 月 1 日全面放开，骑手

们的陆续复工，上海市区的外卖订

单，也有了新变化。由最初的订单

积压、无人配送到现在的骑手上岗、

不好抢单。这一变化，从 5 月 17 日，

上海市实现社会面清零，“上海的

烟火气正在回来”登上热搜，就已

经悄然开始了 。

27 岁的美团外卖骑手李振东一

直在上海静安区站点附近送货，近

日走在街上，他不由感叹：“街上

的人越来越多了，订单多了，反而

不好抢了。” 美团方面表示，此前

已有超 1000 家上海本地餐饮连锁品

牌恢复供应，饮品、甜点、快餐等

品类订单量稳步增加，而部分商家

外卖订单已恢复九成以上。

“从外卖订单量上来说，现在

比封控前翻一倍。”李振东说，他

和同事们讨论，周边重新开张的商

家已经恢复到正常时期的 2/3，但只

做线上不做线下，因此美团订单比

正常时期还多。订单的种类范围也

由生鲜蔬菜等保供必需品，变得更

加多样化。

兼职外卖骑手的“老北京”“Fu

大爷”还记得，4 月开始的一个星期

里，他几乎只能送医药给买家，现

在超市、餐饮的订单也多了起来。

变身外卖小哥的上海市政协委员邵

楠也告诉《新民周刊》，自从5月中旬，

药品的订单逐渐少了许多，说明大

家的日常就医需求得到缓解。

咖啡、餐饮等订单的增长，意

味着熟悉的上海，真的回来了。而

疫情初期，邵楠与“Fu 大爷”这

两位为缓解运力紧张而主动站出来

的“爱心外卖小哥”，也分别在 5

月 15 日和 6 月 1 日，正式“退休”。

他们，在外卖路上，不仅为了缓解

运力，看到、听到更多关于外卖骑

手背后隐秘的故事——吃饭与住

宿。

最早，食宿问题的关注，来自

于 4 月 17 日，一个关于“骑手睡桥洞”

的视频刷屏。

邵楠在采访中，提及有一次，

等药间歇，一个骑手比较健谈，邵

楠问：你也在武宁路桥洞住吗？骑

手回：不是，我在北新泾的桥洞。

的确，疫情初期，许多网点都为复

工员工的住处发愁过，有些骑手不

得已睡过背风的街道，也睡过车子

里。

当时的情形，对于外卖骑手来

说，回不回去小区，是个两难的问题。

回去，意味着长期封控，没有收入，

付不起房租；不回去，又意味着没

有地方住。吃饭问题更是有上顿没

下顿，有时候顾不上，就用面包和

泡面兑付一下。

做骑手这半个月，邵楠写了一

些社情民意提交了上去。《关于改

善快递小哥管理工作的建议》的提

案，得到了上海市商务委高度重视，

针对积极解决快递小哥住宿等困难，

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推进“小

哥驿站”建设，做好住宿资源协调

对接，以及启动配送寄递人员“电

子通行证”。

5 月初，美团、顺丰、京东等推

出一系列保障措施，为骑手小哥安

排了爱心酒店，而各个区也都利用

空余的场地进行改造，开设了快递

小哥驿站。在浦东新区三林镇恒丰

路上，就有一处闲置地块被用作了

快递外卖员的驿站。

5 月 10 日， 晚 上 10 点， 骑 手

老柯送完最后一单，顺利入住了 089

号帐篷。帐篷能挡风，有电源，外

边还有接热水的地方，至少老柯不

再风餐露宿，能睡个安稳觉了。整

个驿站生活区总共有 100 个帐篷，

按每个帐篷两个床位的配置，可以

容纳 200 名外卖快递员。

在闵行区跑单的骑手小魏比风

餐露宿的同行们更早得到帮助。

早在 3 月 31 日，由于所在小区

进行两天封闭管理，为了不被封住，

他选择在秀文路淀浦河边搭帐篷露

宿。当时天气下着小雨，户外睡着

有点儿冷，第二天，他就接到配送

站长的电话，转移到了爱心酒店入

住。

如今，小魏已经在酒店住了 62

天，每天他把 130 元的房费，留好

发票，之后平台会统一报销。每天

吃饭也由酒店前台统一订购中午、

晚上两顿团餐，而随着 6 月 1 日的

全面复工复产，一早，小魏退掉爱

　　咖啡、餐饮等订单的增长，意味着熟悉的上海，真的

回来了。而疫情初期，为缓解运力紧张而主动站出来的“爱
心外卖小哥”，也正式“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