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甘皙

1993 年，我国的第一批民营快递企业开

始萌芽。申通快递坐火车往返于京沪，宅急

送开始在北京街头贴上招工传单，顺丰速运

在华南乘船出发。

30 年来，快递行业不断发展壮大。一

路走来，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的 400 多

万从业大军，无数的快递员在其中奋斗，他

们写就了生动的故事，也成就了自己的人

生。在民营快递企业成立 30 年之际，我们

一起看看这 30 年里，快递员都发生了哪些

故事。

平凡岗位里的传承与守望

2004 年，杨洪刚加入哈尔滨顺丰做快递

员，那时儿子杨阔才 5岁，对父亲的工作只有

模模糊糊的感知：“大概的印象就是送货。”

杨阔长大些后，发现父亲每天都在记一本

账，从寄件信息、寄件时间到是否价保、收了多

少钱、走航空还是陆运，每一条都写得很细。

那时没有数据后台，要靠快递员一笔一

画记录下信息。杨洪刚的那本账写了快十

年，厚厚一本，但他总能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想

要的信息。

2020 年，大学毕业的杨阔也想跟父亲一

样进入快递行业工作，杨洪刚很支持。然而，

杨阔的“子承父业”并不容易。找路就是个难

题，杨阔负责的区域有一个小区的楼号很不

规则，他每次去都会迷路，连导航都失灵。带

他的师傅画了详细的地图给他，几十次摸索，

才终于记熟。

困难很多，杨洪刚没想到儿子坚持下来

了，而且“还干得挺好”。入职 7个月后，杨阔

成为网点的仓管员。去年 8 月，杨阔升为网

点主管。

在工作中，他们既是父子，也是队友。杨

阔常向父亲讨教经验，易碎品怎么包牢，如何

与网点的老员工相处；杨洪刚也常问儿子自

己“整不明白的问题”，系统又出了新功能，国

际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两代人的传承间，快递早已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从城市走向乡间地头，从内陆走向

世界；旧账本变成新终端，每一条信息都有迹

可循；电动车限速但包裹加速，田间摘下的樱

桃，签收时还挂着露珠。

杨阔说，如今的快递，是一个被科技武装

到牙齿的行业。杨洪刚说，如果有孙子，还希

望他进入顺丰，继续见证快递的变革。

七年前的种子开出小花

韩旭的家乡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此

前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高一那年，韩旭成

为顺丰莲花助学项目的资助对象，每年能拿

到 3200元助学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里的

经济压力。

一次莲花助学的分享会上，韩旭问讲台

上的讲师“怎样才能加入顺丰”。讲师说：“这

就要看你的能力了。如果你只想当一名普通

快递员，高中学历就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

有更好的生活，那就得靠自己好好努力。”

讲师说的每一个字都刻在了他的心里，成

为一颗种子，在时间和汗水的灌溉下悄悄发芽。

2019 年，韩旭以 577 的总分考入西安交

通大学。进入大学，他参加了莲花助学的反

哺计划，作为志愿者去服务被资助的学生，分

享大学生活和学习方法，鼓励更多孩子向前。

2020 年，顺丰挑选一批高中被资助、大

学又参加反哺计划的学生进入顺丰基层工

作，得知这个消息，韩旭第一时间报了名。

经 过 三 轮 面 试 ，韩 旭 如 愿 加 入 顺 丰 。

韩旭记得 6 年前一次分享会上，讲师提到要

在鄂州建一个亚洲第一、全球第四的专业

货运机场，内心倍感震撼。入职后，他一直

关注机场的进展。2021 年，他毅然决然申

请调派到鄂州。“当时来的时候，这里还是

一片工地。”韩旭说。

如今的韩旭是顺丰鄂州枢纽的人力资源

助理，也负责培养计划的招聘。2022 年 7 月

17 日，在鄂州花湖机场，一架顺丰货机冲向

云霄，标志着货运机场正式建成投运。那一

刻，韩旭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感觉自己亲身

参与、见证了一个这么大的枢纽建成全过程，

六七年前想象中的机场终于建成，也是少年

课桌前的梦落进现实。”

打拼24年的逆袭人生

1988 年，16 岁的杨喜进中考失利，于是

他学了一门手艺——修摩托，打算以此为

生。修理摩托车的十年，杨喜进没有安于现

状，一直都在寻找机会。一位申通快递员朋

友告诉杨喜进，江苏省南通市如皋的快递量

虽然少，但是利润比较高，收一个件就可以赚

10 元，一天能挣一两百元。于是杨喜进决定

改行当一名快递员。

1999 年，申通快递在如皋还只是仅有

10 平方米、两个人一台摩托车的小网点，办

公、吃饭、睡觉都在里面，连个像样的桌子都

没有。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杨喜进坚持了 2
年。每天不厌其烦做着重复劳动，讲信用、肯

吃苦，让不少客户都只认这个勤劳忠厚的小

伙子。杨喜进的单逐渐多了起来，一个月能

赚五六千元。

2000 年，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和信

心，杨喜进开始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业务团

队。如皋公司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短

短半年间，从平均每人每天收 20多个快件发

展到近 60件。公司事业蒸蒸日上，杨喜进也

在城里买了一套 104平方米的商品房。

随着快递市场的发展，产能不足成为企

业发展的拦路虎。为此，2015 年，杨喜进投

入近千万元资金新建 1万平方米快递分拣操

作场地，彻底解决了场地不足的问题；2018
年底，又投入几百万元资金购买了智能分拣

机，大大降低了操作成本。

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杨喜进敏锐地感

觉到了快递末端布局的重要性。2017 年，他

率先出手，将如皋当地 70多个快递柜站点的

运营权收入囊中。2019 年，他又组织将公司

所属 40多家门店改造成驿站，把末端揽派资

源统统抓在了自己手里。

凭借优质的服务、强大的末端布局，加上

严格管理、持续投入，如皋公司成了当地快递

业的铁军，哪怕面对 3倍于平常的工作量，也

能够当天完成，绝不拖沓。

在申通打拼的第 24年，也是申通快递的

30 年，杨喜进实现了当初的梦想，从一个普

通的打工者蜕变为成功的企业家。“申通 30
周年，我们一起山顶见！”杨喜进说。

快递业三十而立，“小哥们”奔跑再出发
父子档传承与守望，被资助者入职反哺，24 年“老兵”成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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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在民营快递企业走过的 30 年里，有无数快递员奔跑的身影，绘就了一幅幅奋斗人生

的美好画卷：他们有人子承父业，将快递事业代代相传；他们有人不忘初心，让课桌前的梦

落进现实；他们有人深耕快递业 20余年，从普通打工人蜕变成企业家……

上海一季度新增就业岗位15.31万个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日前，记者从上海市人社局获悉，

该市一季度就业规模进一步增加，新增就业岗位 15.31万

个，超过既定节点目标任务；全市户籍城乡登记失业人数始

终控制在年度目标内，就业形势持续回稳向好。

据介绍，上海市人社部门于2022年12月下旬提前启动

春季促进就业专项行动，锚定“就业有支持、用工有保障、满

意有提升”目标，全力确保重点工程和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

以及重点群体的就业需求。实施“沪”岗行动，强化“3+X”组

合式用工服务，及时提供代理招聘、“对岗推人”、用工余缺调

剂。截至3月底，各级人社部门已累计为近9000户重点企业

解决缺工问题。

针对企业和求职者的实际需求，上海精心举办2020年

以来全市规模最大的线下招聘会，1.78万人到场求职，近1万

人达成意向。同时，“上海公共招聘新平台”等载体也得到应

用，组织开展“千企万岗云聘会”系列招聘活动，打造人社局

长“直播带岗”招聘品牌。截至3月底，上海各级人社部门累

计举办1100余场招聘会，2.56万家企业参加，提供岗位超过

48万个。

此外，上海还提前打响就业“招工战”，元旦后即与中西

部地区开展密集对接，各级人社部门带着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招工企业、招聘岗位赴中西部多批次开展驻点招聘，以包

机、包专列、包车等多种形式，支持更多外省市人员来沪就

业。截至3月底，组织开展相关招聘会260余场、逾8万人次

参加，帮助近6000人“点对点”返岗复工。

据悉，今年4月，上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主题为“服务民

企促发展，扩大就业惠民生”的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活动期

间，各区、各级人社部门将深入民营企业调研走访，了解招聘

企业用工需求，强化政策宣讲，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提供

政策落实、用工指导服务，帮助民营企业缓解招聘用工困难。

沈阳灵活就业人员可缴住房公积金
本报讯（记者刘旭）记者从沈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发布会了解到，2023 年 4月 1日起，沈阳将面向市行政

区域内所有灵活就业人员全面开展住房公积金建缴工

作，解决灵活就业人员购房融资需求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沈阳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

使用机制，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沈阳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沈阳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

存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灵活就业人

员”指年满 16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或被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经营者

及其雇工、非全日制工作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

《办法》指出，灵活就业缴存人应当按月缴存住房公

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例由其自行申报。缴存基数不

低于本市上一年度社会最低工资标准，不高于本市上一

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的三倍；缴存比例不低于 10%，不高

于 24%。

同时，灵活就业缴存人在沈阳市单位就业的，应将

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转至单位住房公积金账户，按照建

制单位缴存职工政策继续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建制

单位缴存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与中心签订《缴

存使用协议》可自愿转为灵活就业缴存人，按灵活就业

人员政策继续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在建制单位缴存

的公积金余额可参与贷款计算。

此外，《办法》提出，灵活就业缴存人符合购买、建

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商业贷款本息、在沈

阳无住房且租房自住、自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情形的，可

按照本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提取住房公积金；灵活就

业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可提取公积金按月偿还

或提前偿还公积金贷款。

本报记者 李丹青

“今后，我将激励更多青年人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献力量！”在前不久召开的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先进事迹视频报告会上，姜昊分享了这些年走

技能之路，并摘得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

赛工业控制项目金牌的心路历程后，振臂高

呼，引得台下听众拍手称赞。

这一“临场发挥”的动作，姜昊笑称是“有

些自我感动了。”的确，从农家子弟到站上技能

大赛的世界最高领奖台，姜昊备战了 7年。个

中艰辛，唯有自知。

走上技能求学之路

2000 年，姜昊出生在辽宁铁岭的一个农

村家庭。本来考上县重点高中的他，为了减轻

家庭负担，决定弃学。

“当时，我在读技校和去 4S店当学徒工之

间犹豫不决。”后来，了解到农村户口可以免费

读中专，姜昊选择了铁岭技师学院攻读电气工

程专业，开始了技能求学之路。

正是这一年，铁岭技师学院开始参与世界

技能大赛，筹备大赛工业控制项目集训基地，

并成立了竞赛班。“参加世赛，可以拓宽视野、

增长本领、实现价值”，世赛班的宣讲会让姜昊

对世界技能大赛有了初步了解，也燃起了他学

技能改变家庭状况的动力。

他不断学习，最终以优异成绩通过选拔，

成为唯一一个进入世赛班的中职生。在世赛

班，有趣的实训课，动手“捣鼓”出来的小元器

件、小物件，让姜昊觉得很是好玩；相对深奥的

理论课，稍有难度的应用数学课和电工基础

课，激发着姜昊不断钻研、冲破挑战。

工业控制项目是以最高的水平来完成自

动化生产线的模拟。姜昊没日没夜训练，同时

参加各种比赛，他的规划很简单：以赛促训、以

赛促学，掌握更多手艺。辽宁省选拔赛中，他

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还练就了处变不惊的

心理素质。

“学习总是没有错的”

2017年 3月，姜昊和同学们开始进入校企

合作的工厂实习。实习临近结束时，工厂领导

想让姜昊留下来，被他拒绝了。

那时，姜昊只想挣钱攒钱、读书深造。“学

习总是没有错的。”为了挣够读高职和本科的

费用，他先后去了几家工厂实习。2018年，姜

昊通过了学院单独招生考试，回归校园。

凭借之前的比赛积累和实习经验，姜昊再

度进入世赛班。进班后不久，他就被抽调进入

辽宁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高职

组）的项目组。通过艰苦训练，姜昊取得了该

项目第一名的好成绩。随后，他加强训练，从

早 8点到晚上 10点，几乎全年无休，为能有机

会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持续准备着。

2020年 12月，经过选拔的姜昊，代表辽宁

参加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工业控制项目比赛，

并摘得银牌。但当得知自己距离第一名仅差

0.15分时，姜昊非常难受：“0.15分，就是手抖

一下的概念吧。”

回忆起这些年的参赛经历，这一次让姜

昊印象最为深刻。获得全国技能大赛前 5名

的选手，将会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的称号，

按照要求，有了这个称号的人不能以选手身

份参加国赛。也即是说，这一次的银牌，意味

着姜昊无缘国赛金牌。在返程去机场的大巴

车上，他哭了一路。

每一滴汗水都值得

回校后，姜昊笃定了技能成才之路，开始

向“世界技能之巅”发起冲击。

就在他全力备战、信心满满之时，受疫情

影响，世界技能组织取消原定在上海举办的

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而这原本是姜昊可以

参加的最后一届，也是他最接近梦想和国手

的时刻。

姜昊痛苦得无法自拔，一度停止训练，有

了“摆烂”情绪。随后，团队老师耐心的开导，

让他逐渐走出阴霾。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举

办的消息，再次点燃了姜昊冲金的梦想。

工业控制赛项是指根据一个（或部分）工

业流程做出的模拟解决方案，进行电气设备和

工业自动化元件的安装以及程序设计与调试

的竞赛项目，着重考察选手的自动化核心技

术，包含安装、控制调试、人机交互设计、电气

设备故障查找与排除等。

奥地利萨尔斯堡，3天，17.5小时。3天的

激烈角逐，是速度、耐力、精度和心理素质的综

合比拼。姜昊和团队克服了临时公布赛题、自

带工具受限、主办方比赛工具材料“限量”供应

等诸多不利因素，沉着应战，最终夺得工业控

制项目的金牌。

姜昊说，当他身披国旗站上领奖台的那一

刻，7年来的每一个日夜，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

是值得的。

荣誉加身，姜昊选择了留校任教，他想将

自己所学传授给更多的学生，引领更多青年像

他一样，走技能成才之路。

苦练 7年，姜昊摘得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工业控制项目金牌

这名农家子弟凭什么登上世界技能之巅？

4月19日，在河北双滦一家钒钛新材
料企业冷轧产品车间，工人正在查看产品
质量。

近年来，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依托资
源优势和冶金工业基础，在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过程中，围绕钒钛新材料产业积
极布局，打造钒钛新材料产业园。当地
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搭建科研平台，推
动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生产的钒钛
新材料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建
材、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助力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发（王立群 摄）

新材料产业制造忙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书香为伴 悦享童年
4月19日，吴兴区八里店镇中心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孩子

们在紫藤架下阅读。
为迎接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的到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

区各学校举办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培养孩子多元阅读的
兴趣。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广东第三届技能“省运会”来了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记者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获悉，为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对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示范带动作用，建设高素质的“广东技工”劳动者大军，广东

省将于2023年4月~5月举办广东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赛

项设置紧扣产业需求，40个项目于5月份在深圳集中开赛。

据了解，省职业技能大赛是广东省规模最大、规格最

高、赛项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职业技能大赛。本次

大赛以“新时代 新技能 新梦想”为主题，紧扣广东高起

点培育发展 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需求，设置竞赛项目共

92 个，包括 63 个世赛项目、28 个国赛精选项目和 1 个新

职业项目。此外，本次大赛将邀请澳门地区的选手和裁

判参与部分集中项目的比赛，为大湾区高水平技能人才

交流搭建平台。

据悉，本次大赛同时承担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全省选

拔赛任务。国赛精选项目的第一名将直接代表广东参加

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世赛选拔项目前 3 名（团队项目

前 2 名）选手将入围第 47 届世界技能大赛省集训队，经

过后续集训选拔考核，每项目第一名的选手将代表广东参

加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此外，各项目获得前 3 名的选

手，按规定颁发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其他排名在参

赛人数前 50%选手颁发优胜奖，并按规定颁发高级工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对各项目前 2 名的选手（少于 15 队第 1
名），授予“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同时，集中项目的比赛

还将产生“参赛队最佳奖”“粤东粤西粤北之星”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