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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分拣效率大幅提升

奔忙的末端从业者们构成了北京防疫攻

坚“最后100米”的重要部分。不止是骑手，快递

员们也在为北京小区的物资运输贡献力量。

每天早上7点半，在北京双井街道临时管

控区域内，京东物流的配送员郭斌和同事们

都穿戴着口罩、面罩、防护服、手套，开始接收

附近商超送来的蔬菜、鸡蛋等物品。不到半个

小时，200余件快递就能分拣完成。

之所以又是快递员又是社区志愿者，

只是因为郭斌和同事们想尽快完成配送。

为此，京东物流与社区共同探索出一套新

方式，通过“短程接驳+志愿服务”的末端

服务方式，畅通管控社区物资配送的“最后

100米”。

如今，这套“短程接驳+志愿服务”的末端

服务方式已被物流企业熟练复制到北京多个

管控社区。对此，京东物流北京地区终端运营

负责人曾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京东物流能依据地址库来划分订单区

域，根据订单密度将区域以大化小，以不同组

合来解决匹配效率的问题，“例如一个小区的

某栋楼被封闭，京东物流可以有针对性地提

供定制化配送服务。目前平台已经能细化到

具体品类的调度”。

据悉，在双井街道的临时管控区，街道与

京东物流沟通协调，由京东物流派出22名快

递小哥入驻，负责居民的快递物资运输。据了

解，22名京东快递小哥负责周边10个小区、75

栋楼的物资配送。他们将快递送往各个单元

楼下的货架上，会再次进行消杀，之后逐个联

系居民领取，避免聚集。对于行动不便的居

民，快递小哥会送货上门。

不止京东物流，中通、圆通、顺丰等多家

企业部分网点的快递员也变身为社区志愿

者，既为北京的管控小区居民配送物资，还协

助核酸筛查秩序维护的工作。

据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在一季度，异地

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完成208.8亿件

和117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和3%，异地

快递业务量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比重为

86.2%，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

骑手一天一测核酸

在最后100米，骑手就是一个安全阀。各

平台的骑手流动性大，接触人群较多，末端履

约的安全性尤为重要。

“每日优鲜正陆续将处于封管控区域的

一线作业人员、骑手等保供人员加入‘白名

单’，并严格落实新版防疫规定，来保障人员

及货品的配送安全。”每日优鲜相关负责人向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所谓“白名单”来自近日北京市

商务局发布的新版《新冠疫情流行期间外卖

配送人员防控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指引》提出，建立外卖配送人员分级管

理机制，并对服务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临

时管控区等中高风险地区的外卖配送人员采

取“白名单”管理机制，实行每天1次核酸检

测、1次抗原检测。

叮咚买菜也在加快将符合申报条件的人

员纳入“白名单”中。“我们已经在朝阳、海

淀、顺义等重点区域按照政策要求申请了

‘白名单’，只要是符合条件的骑手，应报尽

报，全力保障相关区域的配送。”据该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此之前，叮咚买菜已经要求前

置仓的工作人员每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和1

次抗原检测。

盒马要求配送员每天“早抗原晚核酸”检

测，在每单配送后进行消毒防护。

作为生活物资供应的重要线上渠道，生

鲜电商在“最后100米”的配送安全上绷紧了

神经。在接种疫苗、每日核酸等措施基础上，

还要求骑手配送过程中全程佩戴N95口罩及

一次性手套。与此同时，企业们加强了“无接

触取货及配送”服务，来保障用户、骑手和商

家三方的安全。

配送扩充运力保履约

着重配送安全的同时，北京防疫不断升

级也使得线上订单迎来攀升。北京商报记者

从达达集团获悉，在疫情期间，达达优拣北

京地区拣货订单整体周环比增幅达26%，部

分门店周环比增幅超50%。“五一”假期期间，

京东到家母婴商品订单量环比上周实现1.2

倍增长。

北京暂停堂食服务，一定程度上也刺激

了用户对预制菜的消费热情。盒马“五一”期

间北京预制菜销量环比上涨500%，宫保鸡

丁、烤鱼、筋头巴脑成为北京市民首选。“袋拎

烤串系列”和小龙虾同比增长数倍。

餐饮企业对即配运力的需求也迎来爆

发。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已有超过20家海底捞

门店与闪送进行了业务合作，“五一”期间闪

送高端餐饮订单量环比增长达48.22%。

不过，北京商报记者在多家平台下单时

注意到，目前生鲜电商在运力调度上依然较

为紧张。以朝阳区十里堡为例，截至5月8日下

午4点，叮咚买菜可选择的送达时间段扩充至

3个小时，最迟将在晚上7点前送达，而每日优

鲜最长得等待2个小时。“目前我日均配送的

单量在六七十单左右，因为订单较多，基本上

会晚于平台预期时间1个小时左右。”一位盒

马配送员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而在北京部分管控区，平台运力吃紧的

情况更为明显。一位处于管控区的消费者向

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称，每天早上7点多她会在

生鲜平台上抢菜，盒马大致在下午1点送达，

而上午11点左右在fudi上购买的东西，下午4

点能送到。

当前，为了尽快完成订单履约，各家企业

已设法为配送紧张区域及时补充运力。据了

解，在“五一”期间，盒马已在朝阳、丰台等重点

区域增派三成配送人员。而达达集团除了运力

调度，还为沃尔玛、家乐福、七鲜超市、京客隆

管控区域周边的门店增加拣货人力支持。

外卖首推家庭版预制菜

最后100米，安全收到外卖至关重要。据

悉，美团与饿了么在北京推广“无接触配送”

服务。据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美团外卖

已在北京全面启动了无接触安心送，倡导消

费者通过“订单备注”等方式，与骑手协商餐

品放置位置。此外，美团外卖还在北京部分写

字楼、学校、住宅公寓铺设了具备保温和消毒

功能的智能外卖柜。

《指引》还提及，推广应用无接触式配送

模式。外卖配送人员可通过将餐品放至小区

内智能取餐柜、单元楼内存放点或居民家门

口等方式，实行无接触配送。服务封控区、管

控区、防范区、临时管控区的外卖配送人员必

须采取无接触配送。

外卖平台也进行了升级优化，增加系列

防控举措。就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

全市暂停餐饮堂食服务、转为外卖服务，也

使得外卖平台与骑手更加忙碌。为解决更多

商家开展外卖需求，美团外卖与饿了么还推

出了“商家上线绿色通道”服务，提升店铺审

核效率。饿了么相关负责人介绍称，符合资

质的商家最快可以在1小时完成线上及人工

审核。

火热的不仅是外卖服务，暂停堂食也增

加了消费者在家用餐和做饭的需求。饿了么

还开设了首页直达的“家庭品质套餐”专区，

新增了100多款针对家庭假期用餐场景的套

餐选择。美团外卖也于近日上线了预制菜销

售专区，并已联合所有预制菜品牌门店，在

北京开启“全城送”服务，扩大菜品配送范

围。据美团外卖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区域预

制菜在售门店总数达297家，上线的预制菜

品达665种。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何倩 郭缤璐 张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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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北京疫情防控措施不断升级，管控区内的物资配送“最后100米”

成了关键。5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了保障人员及货品的配送安全，

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等多家企业已积极对接，对符合申报“白名单”条件的骑

手应报尽报。如今，核酸检测、佩戴口罩、测温消毒成为电商末端履约服务的

标配。

管控区内，多家快递员自觉承担起送货上门的工作，不再拘泥于“是谁家的

快递”，想尽办法把居民物资尽早送上楼。小三轮成了蔬菜转运车，志愿者们肩扛

手提着装满生活物资的包装袋，快递员的介入则让分拣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从未像现在的14天，如此熟悉能给自

家配送蔬菜的平台。”自从足不出户，杜先

生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盯着各家生鲜电

商，甚至还定了闹钟，买蔬菜加到购物车再

支付再等着骑手配送。从前的杜先生从不

思考去哪里买什么，现在却对生鲜电商平

台的蔬菜肉蛋等生鲜品的供给情况如数家

珍，谁家蔬菜新鲜、肉类更全，谁家的海鲜

最快脱销……

杜先生向北京商报记者说起这些的时

候似乎还有点满足，“几乎所有的平台都覆

盖我们社区，还挺幸福的，谁家都能买点，一

家人好几天的吃喝也就出来了”。杜先生拿

出手机展示起来，每日优鲜、叮咚买菜、盒

马、fudi、山姆、美团，这些App塞满一整个

屏幕。

骑手将物品送到管控区的各个小区门

口，像杜先生这样的业主几乎是一路小跑去

小区门口取订单，顺路也能“放放风”，隔离

在家的业主则由社区志愿者送上门。

当然，特殊时期，各家平台配送难免有

所延迟。杜先生称，近几次的线上下单，时效

大多在四至五小时送达，例如盒马要在早上

8点就定好预约配送时段；fudi一般上午下

订单，在晚饭时段才能送达。

“特殊时期只要能吃饱，延时问题都可

以理解。”杜先生直言，管控期间，很多社区

店都关门了，即便是配送延时，居民们还是

能包容理解的。

为了碗里的热菜热饭，管控区里的居民

可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盯着生鲜平台，

也盯着家门口的社区小店。

足不出户的一周乃至14天里，一些小菜

店和社区超市也是管控区居民日常采买物

资的主要阵地之一。杜先生介绍，在刚刚划

为临时管控区时，活动范围内有一个大型的

社区生鲜超市和四五个小菜店。伴随管控措

施日益严格，小菜店和小卖铺进货车辆在管

控区域内进出受限，物资进货和采买的确有

些不顺手了。

“其实居住在华威里已经四五年时间

了，以前从没有过多关注过这些小商户，反

倒是管控后，发现这些小店对于社区而言

十分重要。”在此次管控的半个月时间

里，杜先生社区里的小店成了明星场所，

有关“菜量是否充足、能否进货”的任何一

条消息都能引来业主们的讨论。甚至于小

店老板吃住问题都时刻牵动着区域内居民

的心。

在此次管控期间，一辆菜车成为了区域

内的“网红”，它便是北京菜篮子工程的社区

蔬菜直通车。一个30元左右的菜包，包含十

斤左右的蔬菜，品牌近10种。除了菜包、水果

包，还会单独售卖水果、鸡蛋等日常所需的

食材。

“仅一周时间，已经来过两次，菜品相对

而言新鲜又便宜，对于不善用手机买菜的老

年人十分友好。”杜先生对蔬菜直通车赞不

绝口。据悉，菜车一般都是由社区居委会申

请，尽管不会每天都出现，但最近一周内还

是给居民带来了两次惊喜。

区域管控之后，马路成为了快递小哥的

天下。相比以往挨家挨户送快递，现在的快

递小哥则重在吆喝。

一条马路的两边，分布着邮政、京东、顺

丰、中通、圆通等多家快递。每位快递员在自

己的区域内，都按照小区、楼号及单元将快

递摆放整齐，等待着居民前来领取。

管控区内物流并未受到太多影响，不过

寄件似乎要等一等，多位小哥表示，“寄件比

较难，如果北京同城，建议优选京东，发外地

中通还是可以的”。

作为消费者，杜先生对快递时效还是十

分满意的，他说，只要能发货的网购产品，基

本上三四天就能收到。如果是京东自营，基

本上第二天就能拆包裹了。

快递能带来满足感，外卖自然更能。5月

8日恰逢母亲节，身处管控区内，杜先生一家

通过海底捞外卖改善了一下伙食，出乎意料

的是，前一天22时30分预约，今天中午11时

前就已经送到了，并赠送了不少零食水果。

“管控半个月基本都在家做饭，恰逢母亲节，

该有的仪式感依旧要有。”

北京商报记者刘卓澜

北京市商务局官网发布的《指引》

共包含13条具体要求，其中包括建立

外卖配送人员分级管理机制和备案

机制，配备充足的口罩、体温计、消毒

液等必要防控物资，推广应用无接触

式配送模式等。

《指引》还要求外卖配送人员在外

出提供服务时必须佩戴N95（或

KN95）口罩、一次性手套，进一步降低

配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疫情感染或传

播风险。

政府、平台及配送人员都在共同

协作，多举保障最后100米，全力做好

餐饮与保供相关服务。对此，《指引》中

也指出，企业对外卖配送人员须采取

集中管理。外卖配送人员活动范围原

则上不超出“居住地-工作地-配送区

域”，尽量减少配送工作以外的活动，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集中居

住。在防范区内闭环工作的外卖配送

人员必须集中居住。集中居住区应符

合要求，保持居室清洁，勤开窗通风，

定期环境消杀。非统一安排住宿的企

业应掌握员工住宿信息，不得居住违

规群租房，加强督促管理。

企业要为外卖配送人员配发免洗

速干手消毒剂。外卖配送人员在完成每

单配送后，均应对手部进行充分消毒。

·外卖配送指引·

已经管控了半个月的华威里社区，没有了汽车的来来往往，但随处可见

快递小哥与外卖小哥奔波的身影。5月8日，居住在潘家园街道华威里社区的

杜先生向北京商报记者谈及这半个月的生活改变，“生活方式的确发生了较

大改变，但生活需求一直能够被满足”。

手机里能下单配送的App越来越全，尽管配送慢了点，但总是会送到。蔬

菜直通车开到小区门口，提供平价且新鲜的蔬菜瓜果。社区小店成了“网红”

地，业主们热衷于探讨小店的进货情况。家门口的快递照旧能收，天冷了还能

收到火锅店送来的食材。

管控区内，一切都不太一样，似乎又没什么变化。

我在

管控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