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 今日新昌
!

2014年11月13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jinrixc@163.com 广告热线：86046188
责编：俞帅锋 联系电话：13967598235 校对：黄婉晶

新昌新闻网记者俞帅锋报道 11

月 11日清晨 7：00，天边已露出鱼肚

白，整个城市在雾气中渐渐醒来。这

时，胡宇雷床头的闹钟响了，他迅速

穿好衣服，在楼下买了早饭便往国际

物流中心赶。

小胡家住西郊中学附近，是新昌

韵达的一名快递员，他每天的工作行

程是这样的：7：30，出发前往他所在

的韵达快递公司仓库；8：00开始，

在仓库卸货、扫描、分拣，并确定自

己当天需要派送的包裹，最后装车；

10：00，出发去小区和写字楼，派件、

收件。

“按照快件到达的时间，我们分

为上午班、下午班，上午 8点上班，下

午 13:30上班，一般情况下，在晚上

18：30左右派件完毕，然后到公司处

理当天寄出的快件，回到家都已经晚

上 8点多了。”小胡说。

平均每天派送件 120

个左右

早上 8：00，走进新昌韵达公司仓

库，这里已站满了正在等货车的员

工。15分钟后，从绍兴中转站拉货回

来的货车开进仓库，经过卸货扫描、

分拣、派件扫描后，几位快递员迅速

将自己的派送物件装上车，小胡一边

装货一边告诉记者：“上午有 96个件

要送，受‘双十一’影响，今天寄件的

人会很多。”

小胡从事快递员工作有一年多

了，他早已掌握了装卸的技巧，不到

半小时，他的面包车就被大大小小的

包裹袋塞得满满当当的了。10：00，小

胡装完最后一个包裹，便驾车出发派

件了，记者坐在副驾室随行。

在路上，他告诉记者，送快递不

仅是体力活，也是个脑力活，拿到快

件后不能急着出门，出发前要提前规

划好路线，由近及远把单子排好，车

上的包裹按规律摆放，这样才能提高

效率，“不然会走很多冤枉路，既耗油

又耗时。”

小胡告诉记者，他平均每天派送

件平均 120个左右，平均每个件要花

费 3-6分钟时间。对于大家关心的工

资，小胡表示“还过得去”，但没有传

言的月薪上万那么高，“我们赚的每

一分钱都是辛苦钱，发工资的时候就

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最麻烦的是客户不接

电话或停机

横街—文体路—南明新村—县

前巷等区域，这是小胡的“地盘”，对

这一带，小胡再熟悉不过了，他俨然

就是这一带的“活地图”，用他的话说

就是“只要瞄一眼单子，就知道这单

该怎么走最省时间了”。

跑得多了，很多客户就熟了，“许

多都是老客户，他们都会定时将快件

送到楼下的传达室或某街边小店，派

件、取件都很方便。”

小胡说，别看送快递这个活儿难

度不大，碰到的问题却不少：“遇到最

多的是客户不接电话，或停机，该送

的件又要带回去，这种件一般会在当

晚或次日优先派件，虽然麻烦，但也

是为了买家着想。”

短短半天时间，记者跟随小胡去

了横街、医药材公司、南明新村、张氏

骨伤医院等多个地方。12：30，小胡在

横街路边随便扒了几口饭后，带着 96

张签收回单和 100多个寄送包裹回

到了仓库，并第一时间将单据上的条

码一一扫描上去。

接下来，整个下午、傍晚，小胡都

在开着车四处送件、收件，“下午派送

的件不多，只有 27个，但是寄出去的

包裹很多，今天单单我就收了毛 300

件，看来‘双十一’我们新昌淘宝卖家

的生意不错啊。”

18：10，小胡从外面回来，仓库里

早已堆满了同事们从各处收回来的

包裹。小胡一边分拣包裹一边告诉记

者，接下来一周将是自己最忙碌的时

间，“明天开始，一大波‘怪兽’要来

了，靠我们十几个业务员人手肯定不

够，你看今晚门店的管理人员都赶来

来帮忙了。”

卸货、分拣、扫描、装袋、装车

……一直忙到 20：00左右，小胡才下

班。回到家里，已是饥肠辘辘。

记者手记
“当看到客户收到快递的微笑

时，就是我们快递员最幸福的时

候。”这样一句文采飞扬的话，出自

小胡之口，让记者印象十分深刻。

“双十一”，对于喜欢网购的人

来说是一场狂欢，而对于快递员来

说也许是一场“噩梦”。11月 11日，

我亲身体验快递员小胡的一天，跟

随他的脚步一同感受了这份忙碌与

辛苦，亲眼目睹了快递员“飞”一样

的生活，让我对快递员这个职业有

了新的认识。

“我不是在送快递，就是在去送

快递的路上。”用这句话来形容快递

员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无论春夏

秋冬，寒冬酷暑，都坚守在这个忙碌

的岗位上，收好送好每一个包裹。他

们传递的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包裹，

传递的更是亲朋好友间的缕缕温

情。

从今天开始，“剁手党”们开始

陆陆续续收到包裹。如果可以，请您

在签发快件时说一句简单的“谢

谢”！

新昌新闻网记者王娟敏报道
“我们兄弟失和六年了，在赡养母

亲的问题上也有很多矛盾，幸亏

县大调解服务中心帮我们调解好

了，我们一家人又和和睦睦的

了。”老家在镜岭镇镜岭村的陈家

兄弟高兴地说道。

几年前，陈家兄弟的母亲韩老

太在一次摔倒后生活不能自理，并

检查出老年痴呆、白内障等。2010

年，陈家兄弟把母亲送入夕阳红养

老院居住养老，约定所有开支两兄

弟平分。之后，因经济纠纷，陈家

老小不肯交纳母亲在夕阳红养老

院的费用。2012年底，夕阳红养老

院院长到县法律援助中心求助，县

大调解服务中心妇调委接手调解

兄弟俩的纠纷。

县大调解服务中心妇调委工

作人员多方走访陈家兄弟老家镜

岭镇镜岭村、镇司法所、社区及亲

戚，了解相关情况。“工作人员非

常负责，镜岭镇就跑了七八次，

真是想尽了办法。”陈家兄弟的

亲戚感动地说。由于兄弟俩不

和，大调解中心妇调委工作人员

就一个个分开做工作，先和陈家

老大谈，再到陈家老小那转告相

关情况。

10月 29日，县大调解服务中

心妇调委工作人员把陈家兄弟和

一些亲戚召集到一起进行调解。

调解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

七点。在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的劝

说下，陈家兄弟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场握手言和。

据了解，县大调解服务中心自

成立以来，已受理纠纷 2030件，

5854人次，其中调解成功 1969

件，涉及金额 4127万元。

为促进心理咨询师更快地成

长，熟练掌握实务技能，县心协通

过多层次、多角度搭建成长平台，

为全县取得国家级心理咨询职业

资格证书的 100多名心理咨询师

“充电”。

县心理卫生协会利用现代化

网络技术，参与网络直播课程，搭

建“空中课堂”，聆听国内一流大师

的精彩授课，让咨询师在学习中成

长。外派协会骨干咨询师赴首都参

加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并通过

工作坊形式在协会内分享，让咨询

师在感悟中成长。

同时，举办两期“压力管理团

体干预工作坊”，通过选色彩、测

压力、测幸福、无声排序、滚雪

球、冥想放松、头脑风暴等互动

环节，让咨询师在体验中成长。

举办家庭治疗工作坊，通过有实

践经验咨询师理论讲解、现场演

示、角色模拟、个案展现等形式，

让咨询师在模仿中成长。举办

“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实务工作

坊，咨询师通过心理危机实例干

预过程的分享、讨论，让参与工作

坊的咨询师在实践中成长。

（通讯员 邵小红）

近日，澄潭镇劳保所联合农商银行澄潭支行开展社保卡代扣代缴签

约工作，统筹安排签约时间，实现全镇 28个行政村上门服务并现场签约。

（通讯员 孙旭峰 摄）

奔走12小时 派件123单
“双十一”，记者亲历快递员的“极速人生”

把矛盾调解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县心协多举措为心理咨询师“充电”

澄潭镇开展社保卡代扣代缴签约工作

新昌新闻网记者俞帅锋 通讯
员刘艳艳报道 “村里的三座文物

建筑要迁建了，以后我们又能看到

它们了！”在听到胡卜村的胡大宗

祠、飞黄牌坊、乡主庙将会得到妥善

保存后，浙江省优秀民间人才、新林

乡胡卜村的胡伯均露出了笑脸。

胡卜村从五国时代建村以来，

已有 1300多年历史，在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留下了胡大宗祠、乡主庙、

飞黄牌坊等弥足珍贵的名胜古迹。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自

然侵蚀和人为破坏，村内古文化在

渐渐地消散。看着这一切，胡伯均老

人忧心忡忡，决心秉承先人遗志，以

自己的绵薄之力守护、发展古村文

化。

1995年初，为修缮始建于宋朝

的乡主庙，胡伯均带领老人们跑遍

90多个山村、2600多户人家，募集

资金 3万多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古庙得到了修复。1997年，在县文物

部门的支持下，胡伯均又募捐集资 10

多万元，组织 500余义务工人，相继

维修了明代建筑飞黄木牌坊和清代

建筑胡大宗祠、两座五代墓和一座宋

代墓葬的墓面。至此，胡卜村内的古

文物都得了较好的修复。

目连戏是胡卜村的传统剧目，

胡卜村亦是全县仅存的目连戏基

地，因此，如何传承与发扬目连戏，

成为胡伯均保护古文化的一个重大

课题。他抱着极大的热情，走村入

户，收集资料，同时，邀请爱好者和

相关成员等进行座谈，共商目连戏

编排计划。没有经费，他四处争取资

金，购置了乐器和道具服装等物品；

没有剧本，他到处查找资料，以原译

本为基础，整理出《张蛮打爹》、《无

常骂狗》等优秀剧本；没有人员，他

挨家挨户宣传鼓动，组建了胡卜村

目连戏文艺队。目前，目连戏又风风

火火地在乡村里上演了，极大的传

承了古文化，成为胡卜村一大特色

节目。

胡伯均年轻时在集体企业从事

财会工作 40年，退休后很多家单位

聘请他回去工作，都被他拒绝了。这

20多年来，他坚守“我要守护祖祖

辈辈传承下来的文明”的承诺，他倾

其一生，坚定而执着，默默奋战在古

村落的文化守护之路上 20多年，

“我只做了我该做的，不为名利，只

想为后代实实在在做点事情！”

甘当乡村里的文化“守护人”
记新林乡地方文化传承者胡伯均

新昌新闻网记者杨玉墀摄影报道 11月 9日，南明街道鼓山社区举

行“11·9”共建单位登山暨消防安全知识宣教活动，近 200人登上大佛寺

朝阳亭，并参加了消防安全知识答题。

鼓山社区举行登山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