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时间，怕超时”

随着消费者对于快速收到商

品的时效要求增强，配送履约也进

入到小时级、分钟级时代，“30 分

钟 达 ”“ 一 分 钟 响 应、10 分 钟 上

门”⋯⋯类似的标语出现在越来越

多的即时配送平台中。

分钟级的时效对配送员的准

点率要求更高。38 岁的跑腿平台

配送员李敏在北京主要从事一对

一配送，以系统派单为主。系统派

单是全城派单，每单线路、距离都

有很多不确定性。“太多情况可能

导致超时了，比如寄件方或取件方

有事耽误、恶劣天气等等。”

与一对一的跑腿配送不同，外

卖、生鲜等配送模式为顺路拼单。

30 岁的史建强来自河南洛阳农

村，去年 10 月来到北京成为一名

众包配送员。尽管接受了多次交

通安全教育，他也逐渐熟悉了相关

片区的路线，但有时仍会在人行道

上逆行，甚至闯红灯。“抢时间，怕

超时了被投诉。”他说。

采访中不少配送员表示，交通

风险“确实存在”，既要保证准时，

还要看路线导航，在路上稍微分散

注意力，就有可能发生车祸。

2022 年以来，北京市快递外

卖即时配送车辆发生同等以上责

任致人伤亡事故同比呈上升趋

势。其中，逆行、闯红灯，在机动车

道、人行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是

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部分平台
购买商业意外险

胡松来自河北农村，在某买菜

平台从事配送工作刚 3 个多月。

他告诉记者，生鲜半小时内可配送

3—4 单，目的地距离站点都不太

远。但由于生鲜类物品大小不一，

遇到鸡蛋等易破损物品就要格外

小心。物品破损被客户投诉的话，

还要承担一定的罚款并赔偿相应

的物品价值，有时多达数百元，“一

天白干”。

记者注意到，在不少配送员的

后备厢上，“月入上万”的招募广告

格外醒目。胡松说，生鲜配送每单

提成在 5 元左右，要达到“月入上

万”，每天需跑 60 单以上，以一小

时跑 6—8 单来算，工作 10 小时以

上是家常便饭。目前，胡松一个月

最多休息 3 天，“如果要休息就需

要提前请假，不然系统就会默认你

为接单状态。”

据了解，即时配送的模式主要

分为专职配送员和众包配送员两

种。如果是 APP 签订合作协议的

众包模式，就难以被认定为传统的

劳动关系，无法被纳入现行工伤保

险制度。

尽管即时配送员职业风险较

高，但社保参保率低，商业保险是

其最主要的保障方式。记者了解

到，部分平台为配送员强制购买了

商业意外险，保险费用是从配送员

的收入中扣除的——有的按单扣

除，每单扣 3 角，有的按天计算，每

天扣 3—7 元，每月扣 90—200 元

不等。而保额最高 10 万元且不包

含误工费、营养费等。

两年前，李敏在送单后的途中

行驶，被一辆没有打转向灯、突然

变道的汽车撞倒。“肋骨断了两根，

右腿膝盖韧带断裂，做手术休养了

一年。”由于对方全责，赔付了他医

药费。但李敏养伤期间，没有任何

收入和补贴。

多地启动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当前，平台配置的商业意外险

保障力度几何？如何创新职业伤

害保障模式，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权益？

“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尚未充

分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保险能够发

挥一定的分散风险的作用。”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

究室副主任王天玉对记者表示，如

果配送员受伤不重，商业保险理赔

尚且可以覆盖。但如果受伤严重，

商业保险给予的赔偿相比工伤保

险明显不足，而且受伤后劳动者因

误工产生的生活费用也缺乏保障。

“由于商业意外险的商业属

性，有成本核算和盈利考量，长期

来看，还是应建立一套社会保险属

性的保障机制。”王天玉说。

2021 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共

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规

定“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

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组

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

害保障试点”。

当前，已有多地启动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王

天玉建议，综合前期地方探索的经

验和不足，试点宜设定为针对灵活

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职业伤害

保障试点定位应是社会保险，以强

制参保和平台缴费为原则，建立起

广覆盖的职业风险共同体，解决商

业保险保费高、水平低、差异大等

问题，同时参照工伤保险确定保障

标准，较快捷地解决灵活就业人员

的底线保障问题。”

长远来看，王天玉认为，可以

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利清

单”，随着新业态的发展，逐步对劳

动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工作时长、

收入分配等多方面权利进行探索

和完善，提高保障水平。

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副司

长张江波日前表示，针对适应即时

配送特点的政策框架体系不完善、

传统劳动保障制度不适应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需要等问题，

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研究制定综

合性政策文件，进一步促进即时配

送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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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配送进入“分钟级”时代
配送员保障几何？ 新华社 周文冲

岩缝、焦土、被砍断的枯竹丛中，钻出了新生的

竹枝。

这是去年夏天重庆山火过后，今春缙云山上长

出的第一茬新竹。

2月10日，记者随曾参与山火救援的志愿者来

到缙云山。穿过六七步宽、山火救援时抢挖的防火

隔离带，沿着石阶小路上山，山火肆虐的痕迹仍清

晰可见。

起初，只见一两棵下部被燎黑的树，还有几根

干枯发白的断竹，再往高处走，满眼是更多焦黑的

树桩，以及大片被锯断的竹子，令人震撼、也令人心

疼。

2022 年 8 月 21 日晚，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

虎头村凹儿坪发生山林火情，山火连续烧了 5 个晚

上。森林消防员、武警等专业救援力量以及党员干

部、市民自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同心协力，遏制住

蔓延的火势，保住了缙云山的大片森林。

冬去春来，这片森林的创伤仍未完全愈合。但

新生的植物已破土而出。

“大自然自我修复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强

大。”随记者一同上山的志愿者孙智说，2022 年 10

月初他第一次回到山火后的缙云山，地上就冒出很

多新芽。2023 年春天，山上的竹子长得很快，又生

出不少新枝条。

在上山路上，记者看到，一株株新竹从烧焦的

竹根缝中长出，有的已有一人多高，枝头低垂，挂上

了细竹叶。地上遍布蕨类植物，蕴藏着生机。溪谷

对面，曾被隔离在山火外的一棵大树郁郁葱葱。

这次上山，孙智和十几名志愿者带着锄头、十

字镐等工具，修理山火中受损的登山步道。山火被

扑灭以来，不时有志愿者上山捡拾垃圾、整修步道，

还有不少重庆市民申请上山植树、帮忙清运枯枝。

重庆市林业局等部门一直在着手开展灾后的林区

生态修复，通过自然修复和适度人工干预恢复山

林。

下山路上，记者遇到了正在缙云山脚自家柑橘

林中除草的农民李俊成。山火隔离带和几十年前栽

种的防火树种，保住了这片柑橘林。李俊成说，火烧

得最凶的那几天，全村人几乎都上山砍隔离带；明火

被扑灭后，他的儿子和两个孙子又连续半个月整晚

上山巡护，防止山火复燃。现在，村民们的付出得到

了回报，扎根在缙云山的竹林开始恢复了。

69岁的李俊成说，他从小看着这片山、这些树长

大，看着翠竹成林。村里正计划给各家发树苗，组织

村民上山种树，争取尽快恢复缙云山的原有生态。

“只要大家一起努力，缙云山的风景就会越来越美。”

新竹又生缙云山

《工人日报》 于灵歌

2月9日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处生鲜配送站点，配送员胡松刚整理完货物准备配送。他的

电动自行车后备厢满满当当，前后一共挂着6个大小包裹。

只要在手机上点单，餐饮、生鲜、药品、日用品等物品即可“30分钟送达”⋯⋯近年来，在餐饮外

卖等“宅经济”带动下，即时配送蓬勃发展。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即时配送订单预计超过400亿

单，同比增长30%，市场规模约2000亿元。

与此同时，作为跨界融合的新兴物流业态，即时配送行业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日前，国家发

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时提出，要促进即时配送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

缙云山上受灾的竹林中长出新竹。

缙云山上烧焦的竹根缝中钻出的新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