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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党建办、文明办编    2022 年 4 月 18 日 

 

“我在上海，自掏 7 万块给人买物资” 

——一位顺丰快递小哥的自述 

 

4 月 10 日，一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周日傍晚，“95 后”

快递员杨耀森刚刚结束了白天的志愿工作，坐在居委会门口

休息吹风。很快，他还要奔入夜幕，将一份份物资送到封控

小区里急切的人们手中。 

20多天里，杨耀森自掏腰包近 7万块钱免费给人买物资，

四处找过物资、为老人买过药，最难忘的是一位老人给了一

串自己其实并不爱吃的香蕉，和深夜公寓里亮着的灯。 

“这些工作，我做与不做，总归是有人要做的。”杨耀

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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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受访者自述： 

自己掏钱近 7 万，免费给周围人买物资 

3 月 27 日，上海宣布 28 日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这成了

我日常生活的转折点。 

我是顺丰速运世纪经营分部的负责人，因为网点附近确

诊病例比较多，当时已经居家隔离一段时间了。不少小哥平

时都靠外卖吃饭，现在点不了外卖了。我平时也是街道防控

办小组的人，想办法找人盖了个章，类似通行证，开始琢磨

着出去买物资。 

当天我就全浦东到处跑，买了 100 多份物资。本来只是

给自己的员工小哥买，后来看到朋友圈好多人为吃饭发愁，

干脆发了个朋友圈。于是我的客户、朋友，朋友的朋友，认

识的不认识的，我都给送，单子越来越多。 

最开始也难买到，就一点点摸索，从黄牛手里买，从各

个开门的小超市凑。后来大型超市开门了，就天天蹲着抢货，

统一配送。反正物资都是有什么买什么，他们也没的挑。 

我每一天都在送，每一天。但我所有的物资和配送都不

要钱，全是自己掏，估摸着已经快七万块了。 

因为刚开始是给自己的员工配送，小哥们本身就很辛

苦，现在还居家停工，我从黄牛手里买的物资价格又比较高，

不知道疫情要持续多久，担心他们没法坚持，就自己贴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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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吧。 

后来，周围居民都成了我的客户。平时我就跑这片，大

家关系都很好，怎么好意思收这个钱呢？特别是还有不少孤

老孕妇孩子，更是坚决不能收了。 

除了物资，大家需要的东西还有很多，最紧急的当然还

是老人需要的药，主要是精神类药物。 

我们年轻人，平时对老人的病也不是很了解，给了我药

名我就去医院买。本来以为就和从药店开药一样很方便，结

果发现还需要把整个看病流程走一遍，需要各种证明，挂号、

排队、就诊、拿药一步都不能少。 

医生见了我也挺奇怪，问我一个年轻人怎么看这种病、

买这种药啊？我解释一下也都懂了，估计最近(医生)也遇到

过类似的情况吧。 

我对老人也很有感情，因为从小是奶奶把我带大的。初

中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义工活动去养老院，我看那些老

人，感觉他们就像我的爷爷奶奶一样。于是我坚持每个星期

都去看他们，从十三、四岁到二十岁，给他们带点水果面包，

陪他们聊天打扫卫生。 

奶奶今年 84 岁了，稍微有点糊涂，但是好几个孙子里

最牵挂我。因为疫情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平时给奶奶打

电话，她耳背，只能是我听她说一通。 

当然，她打电话无非就说两件事，一是要穿得暖和，二



 4 

是吃饭要吃好。但我现在做的事她不知道，她知道了得成宿

成宿睡不着觉，不能让她知道。 

我是军人家庭出身，爷爷、父亲、舅舅、表哥都当过兵。

对我做的决定，他们不论什么都是很支持的。我妈常对我说

的话就是：不要求我成才，学会做人就可以了。 

我和街道的工作人员天天打交道，常和他们说，哪里有

需要就给我安排哪里，无论什么活儿我都能做。前几天，我

组织了一个街道志愿者小队，共 9 人，将为花木街道 52 个

居委会、200 多个小区提供服务保障。 

这些工作，我做与不做，总归是有人要做的。 

我们这个片区有个“老头”，我当着面也这么叫他，不

是不尊重，只是太熟了，我们之前还一起下过棋。 

“老头”从来很少讲话，不善于表达。小区封控之后，

他两三天没怎么好好吃饭了，也没跟我讲。我想起他了，就

给他打了个电话。 

“这个时候我麻烦你干嘛，管好你自己吧。” 

他说话很生硬，但我能听出来，他说这个话就是关心我。 

“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你出来。” 

“你干嘛？” 

“给你送点东西，正好在这里。” 

“不要。” 

“你快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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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放下我就想走，结果他说等等，回屋把社区发给他

的一把香蕉，一根没吃全送给我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讲什么了。虽然我其实不太

爱吃香蕉，但我还是拿走了，我给他的东西也足够他过一段

时间。 

除了“老头”，周围的温暖还有很多。有客户给我转钱，

往多了转，每天三千、五千，我都没收。他们又想方设法联

系我下面的员工，钱转给他们，我也给退回去。又有人联系

附近的超市，买好东西付好钱让我去拿，就算送给别人也要

让我少花点自己的钱。 

我租住的公寓前台也特别好。我每天把物资都送出去

了，自己吃不上饭，前台就每天都做好饭给我，不论多晚回

去，都等着我把饭热好。其他租户也都知道，都很支持理解。 

当然，也有极个别人把这些都当成理所当然，但不能因

为这两三个人毁了其他人。我把物资送到真正需要的人的手

里的时候，他们的那种眼神就能看出来，是真的感谢你。我

心一暖，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现在我自己建了个群，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在群里提。有

时我也有问题，比如要给孩子买奶粉，不知道哪里有卖，群

里的人会连夜帮我挨个超市打电话问，联系认识的人，帮我

找资源我再去，省了很多麻烦。 

上海人民的包容很强，我还是想着能帮上海多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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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多做一点。我在上海待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有非常深

的感情，自己也是从小哥一步步做上来。 

其实，现在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比较消极，大家都很期待

上海恢复往常的那一天，都在想着到时怎么庆祝，我还和很

多客户约好饭了。 

 

央视点赞上海申通小哥保障社区供应 

 

4 月 10 日，央视新闻节目报道了上海松江泗泾申通快递

网点公司 6 名快递小哥保障社区供应的事迹。 

近期，上海已允许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区的快递小哥

等保供人员返岗，充实到保供队伍中。申通快递上海泗泾网

点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申请通行证，组织 9 名快递小哥返回

岗位，为民生物资保障配送助力。 

申通快递员每天进出园区的时候，会对车辆、人员进行

消毒，快递员的车里随时带着防护服，消毒液，口罩、面罩

等，进入小区人员密集的地方，快递员还要穿上防护服。报

道认为申通在配送期间的消杀防疫工作体现了专业性。 

报道对配送物资来源、配送方式进行了介绍。报道称，

快递员配送的物资主要来自于外地援助、社区采集和小区团

购。物资在仓库卸货后由配送员运至小区门口。每位申通快

递员每天平均可以配送 2000 件生活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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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对申通快递员配送工作给予了点赞。认为送货地基

本都是快递员平常送件的区域，路线熟，不会走冤枉路，加

之快递员肯吃苦、力气大，所以配送效率很高。 

报道最后采访了一位申通快递员，这位小哥表示，“在

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能给国家作一些贡献，内心很自豪。” 

除了央视报道的申通快递松江泗泾网点，申通上海浦东

民生网点、浦东南汇网点、梅陇镇网点等区域的非涉疫小哥

也于近日陆续返岗为社区保供贡献力量。 

 

“无人接卸？交给我们！” 

上海邮政南站邮件处理班组援助铁路部门接卸抗疫药品 

 

 4 月 2 日晚，一通急促的来电拨通了上海邮政南站邮件

处理班组负责人的手机。 

“什么事？没有人手？抗疫物资？”原来是铁路南站部

门在得知次日有一辆来自云南白药集团由云南政府援沪的

抗疫药品将抵达上海南站，而此时南站铁路部门由于浦西封

控管理造成人手紧缺，不得不向共建单位——上海市邮区中

心南站邮件处理班组党支部求助。 

“没问题！交给我们邮政！”肯定的答复打消了铁路部

门的顾虑。于是，南站邮件处理班组连夜向邮区中心党委进

行了紧急汇报，邮区中心党委立即做出“防疫不分你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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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安排好骨干带队保质保量完成此次抗议药物接卸”的工作

安排。 

次日凌晨，在值班长王勇俊的带领下，许春辉、黄飞、

徐龙鹏等一行 4 人便在熟悉而格外冷清的站台上，等候着云

南列车的到来。列车刚到站，他们就不由分说，把一箱箱满

载着云南人民深情厚谊的抗疫药品从车厢里小心谨慎地卸

下了车。整整两个车皮的药物，他们足足忙活了两个小时，

愣是从黎明干到了清晨。他们顺利地把物资交付了后续承运

单位，让药品最快速度送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去。 

 

全力“守沪” 

申通快递党员志愿者奋战疫情防控第一线 

 

面对复杂严峻的上海疫情防控形势，申通快递党委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公司各

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冲锋在前，勇于担当，

奋力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申通力量，让党旗在疫

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为有效管控疫情传播、扩散风险，我们党支部积极配

合公司做好自身防疫工作，努力把疫情对公司带来的影响降

到最低。” 

申通快递第一党支部书记叶建国介绍，疫情发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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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共产党员纷纷“站出来”“冲上去”，15 名党员组成了突

击队，当好防疫抗疫的冲锋员和守护员，彰显了先锋本色。 

4 月 1 日早上 8 点，申通北青公路场地开始了第一轮核

酸筛查，党员突击队按照任务部署配合做好敲门提醒、维持

秩序、信息登记、场地巡逻等工作……在配合做好核酸检测

的基础上，党员突击队坚持每天对操作场地进行两次消杀，

坚持做好 499 名隔离员工的三餐配送、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此外，在隔离楼栋，安排 24 小时轮流值班，党员志愿者 24

小时保持待命，随叫随到，全方位为员工做好服务。 

截至目前，党员突击队已完成 24 次场地消杀、60 余次

员工安抚、9000 人次的送餐上门等工作，协助完成 6000 人

次的员工核酸检测、抗原检测，为公司疫情防控工作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 

“请大家戴好口罩，准备好核酸码，保持一米距离……”

申通快递党员志愿者袁铃在青浦区重固镇核酸采样点不断

提醒居民，并耐心解答各种问题。袁铃说，比起医护人员和

社区工作者，自己做的这些并不算什么，这是作为一名合格

党员应尽的责任。 

申通快递党委在党委副书记李禾的倡议下，组建了多名

党员组成的申通疫情防控党员志愿服务队，大家积极行动，

就近到属地街道报到，全面参与社区防疫工作和社区服务，

也带动了更多党员、群众志愿者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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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申通快递已有 115 名公司党员向街道、社区、

村委会报到，报到率达 100%。在报到的同时，大家主动参与

到社区核酸检测、分发物资、场地消毒、发放抗原检测用品

等抗疫工作中，每个人每天的工作的时间都在 8个小时以上。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大家却不觉得累，都认为“非常有意义”。 

测温验码、信息登记、场地消杀、封控保障……在青浦

香花桥青山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各个环节都活跃着申通快递

党员的身影，他们冲锋在前、担当作为，积极协助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和公共区域消毒，对进出人员进行扫码测温，在出

入口设置党员先锋岗，实行 24 小时轮班制度。 

3 月 20 日这天，天空突然下雨，申通快递党员志愿者立

即安排孕妇、老人、残疾人走绿色通道，第一时间进行核酸

检测。同时热心提醒没带雨伞的群众，可以先回去拿好雨伞

再来排队，避免淋雨感冒。风雨交加让志愿者们衣服湿透，

但大家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使

命。 

 

中通小哥化身“送药天使” 

为上海居民送出 2000 余份“救命药” 

 

“幸亏有居委和快递小哥，才让我用上了药。我这慢性

病药断了可真不敢想象。”家住上海市宝山区刘行馨佳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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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刘阿姨，因为患有静脉曲张慢性病，需要长期服用迈之

灵片。无奈子女不在身边，小区封控无法出门，眼看药马上

就要吃完，可把她急坏了。 

在宝山区中通刘行网点，有这么一群快递员，他们不仅

肩负着辖内居民生活物资和防疫物资的保障，同时还肩负帮

助小区居民买药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4 月 4 日至今，中

通刘行网点的 9 名快递员，已累计帮助辖区居民买药、送药

达到 2000 余份，小区居民亲切地称他们为“送药天使”。  

中通快递上海宝山刘行网点辖区内有馨佳园十三街坊

等小区，最大的小区有上万人，又多为本地老人独自居住，

儿女不在身边。自从小区封控以来，站点快递员立即变身志

愿者和物资“分拣员”。据刘行网点的负责人刘志恒介绍，

站点共有 45 名快递员，他们每天不仅要承担自己区域的包

裹配送，而且要在自己负责配送的小区担当生活物资配送的

志愿者。以馨佳园十三街坊为例，最大的小区有上万人，每

天都有数百份物资送到小区。 

“生鲜、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我们本身做快递员

的，分拣很快，送货也很快，一定要想尽办法把生活必需品

尽快送到居民手中。”刘志恒说道。 

从小区正式封控开始，陆续有居民开始咨询他们，“你

们能出去帮忙买下药吗？”“家里宝宝突然发烧，急需美林”

“老人的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药马上要断了，太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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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恒向居委会了解下来，居民们尤其需要治疗高血

压、糖尿病、静脉曲张等慢性病的药品，于是他立即抽调了

8 名快递员，专门负责帮助社区和居民解决用药难问题。 

9 个人、1 辆汽车和 7 辆电瓶车，从白天到深夜，解决

社区居民的燃眉之急。中通小哥朱臣臣自小区封控后，就搬

到网点居住。4 月 4 日开始，他身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前一天晚上 11 点，他对接社区工作人员，拿到居民的需求

药单，第二天早上 4 点多就要起来，6 点多赶到医院或药房

开始排队、挂号、取药。药品众多，老人们又常常有专属的

药物品牌，他几乎要忙碌一整天，直到晚上九点多才能把这

些药品配送到居民手里。 

朱臣臣的同事李辉，同样也是一名“送药天使”。据李

辉介绍，辖区内药店和医院因疫情防控原因常出现临时关闭

的情况，如若再遇上特殊药品，他们只能驱车前往更远的地

方买药，单程十七八公里买药是常有的事情。刚开始时，他

们对药物品类、医院取药流程等不熟悉，一天忙活下来，只

能买到十几份药。后来，他们改进流程，专人挂号、专人排

队，分工明确、配合高效，买药时间也从刚开始时的 14 个

小时，缩短为 10 小时左右。 

在经过几天磨合后，刘志恒安排 4 人专门负责买药，其

余人等候在小区第一时间将药送至居民家中。此后几天，“送

药小分队”的行驶里程越来越长，“我们 9 个人基本上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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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买到 300 到 400 份药，最多的时候一天往返行驶 100 多公

里。”刘志恒说，“居民遇到‘买药难’问题是真的着急，看

他们发的信息也能感觉到，我们能做这个事情，帮助到大家，

心里也很欣慰，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报：国家邮政局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上海市快递行业精神文明创建指导小组 

上海市邮政管理局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送：上海市文明办，上海市建交党委办公室，上海市建交系

统文明办，上海市交通委文明办，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各

处室、管理局、文明办，上海市快递行业协会，各快递

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