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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田

年轻的创业团队

“同城易送”的办公地点在聊城市开发区
创业大厦，这是一座新建成的写字楼，里边聚
集了一批年轻人在此创业。在“同城易送”的
办公室内，十几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在电脑
前忙个不停。据“同城易送”的创始人陈俊峰
介绍，这群年轻人正在开发手机APP软件，线
上、线下共同开发物流配送市场，“同城易
送”的APP安装到手机上，就会像“滴滴打
车”一样，只要顾客用手机下单，距离顾客最
近的快递员接到信息后就会迅速出现在顾客面
前，减少等待时间。

出生于1985年的陈俊峰是“同城易送”的
三名合伙创始人之一，陈俊峰的第一份工作是
在广州打工，在一家物流公司负责广州到聊城
的物流专线。工作了几年之后，年轻的陈俊峰
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物流运输管理经验，还积累
了创业的启动资金。同样出生于1985年的杨勇
臣与陈俊峰是关系要好的同学，创业之前在一
家企业做营销策划，有着丰富的策划经验。另
一位合伙人是1988年出生的杨振秋，擅长互联
网技术。

三名各有专长的年轻人决定在一起打造聊
城人自己的物流快递。

2014年年底，“同城易送”成立。陈俊峰
认为，目前各大物流企业都没有很好的解决物
流行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物流上的最后一
公里，就是从上门取件到上门送件，有的物流
企业可能做到了上门取，有的可能做到了上门
送，但是能把两者都兼顾起来的很少。在聊
城，同城之间的物流配送服务很少，有的也是
按照快递收费，价格高速度也慢，有的快件要
从城区发往县里，如果走普通快递可能还得被
发往济南‘旅游’一圈，耽误时间，我们要做
的就是即时送。”陈俊峰说。

企业的难点就是商机

目前，“同城易送”拥有10名配送员工和
10辆电动三轮车，配送员他们大多数是二十多

岁的年轻人，现在他们同城配送的对象主要是
微商。日渐兴起的微商提供了新的商机，陈俊
峰告诉记者，现在做微商的大多数是有着稳定
工作的年轻人，也有一少部分人全职做微商，
他们没有时间去一点点地把产品送到顾客家门
口，“同城易送”帮他们完成了交易的最后一
个环节。

杨勇臣的朋友刘雪云就是做化妆品生意的
微商总代理，她把化妆品的配送完全交给了杨
勇臣来打理，刘雪云只需要把厂家发来的货物
放到“同城易送”的仓库，如果有聊城市的顾客
购买了她的化妆品，配送员则按照发货单上的
内容进行打包配送。“刘雪云代理的货物不用再
像之前那样运到自己家中，然后自己打包好再
给快递员打电话需要上门取件，即使是刘雪云
出门在外，她把需要配送的清单发过来，我们
也能替她送货上门，非常方便。”杨勇臣说。

同时，聊城市百货大楼也把线上配送的业

务外包给了“同城易送”。“聊百易购”是聊
城市百货大楼的线上交易平台，在“同城易
送”接管之前，“聊百易购”专门有两名工作
人员担任送货员，如果购物的数量不多，会有
人员闲置，如果购物的人数多，则会出现人员
不够的情况，“同城易送”正好解决了这一难
题。

陈俊峰现在正和聊城市的一家大型物流公
司商谈合作的事情，租用仓库，让所有进城的
货物集中在仓储集散中心，然后根据所需货物
和配送地址进行最合理的搭配。“以最优化的
方式，减少无端的浪费。目前，影响超市商店
收入的就是房租、服务员工资和物流成本，像
聊城的一些连锁超市物流成本占所有总成本的
30％，如果交给我们管理，成本能降低15％，
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利润。”陈俊峰说，为企业
降低成本，而这也正是陈俊峰和他的伙伴们的
商机所在。

“同城易送”刚刚起步，陈俊峰说他们还
面临诸多困难，比如快递员职业资格证的问
题，目前公司快递员有职业资格证的很少。
“不是我们快递员学历低考不出来，而是职业
资格证一年只考一两次，耗时太久。如果能随
时申请随时考，就能解决大问题。”陈俊峰
说，而快递职业资格证也是卡住他们无法办理
快递经营许可证的一道坎儿，“如果政府减少
各种繁琐的证件办理，同城易送将会有更好的
发展环境。”

专司同城间的物流配送服务

三名“85后”打造聊城“即时送”
◆最近，聊城街头多了一些黄色的快递三轮车，车身上写着“同城易送”。开三轮车的快

递员都身着统一服装，二十多岁的年纪。快递员王爱雪就是其中一名“快递小哥”，目前他们

主要的客户就是非常火热的微商。记者采访了解到，“同城易送”的创始人是三名85后的年轻

人，他们的目标是打造聊城的物流配送基地。但目前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

□肖明磊 报道
5月 3 0日，阳谷县

“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
在县中心广场举行。来自
全县的270余名自行车骑
行爱好者通过“环阳谷骑
行”，积极响应“全民健
身月”活动的开展。

□ 本 报 记 者 杨秀萍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孟庆剑 孟昭福

“蒲公英”凝聚起爱的力量

“蒲公英花是那么渺小，却依然带着美好
的愿望在空中自由飞翔，不断播撒新的希望。
我们皆凡人，一如蒲公英般渺小普通。但我们
都是有爱心之人，都会像蒲公英一样，凝聚起
爱的力量。”6月3日，蒲公英行动（聊城）志
愿者协会会长苏金生这样诠释协会的名称。

苏金生之前在聊城市香江大市场经营一家
门店，主要从事文具、办公用品的批发零售。
现在，他和妻子已经搬出了香江大市场，在某
学校门口开了一家近20平方米的文具店，收入
仅够养家糊口。

无论生意如何，苏金生都不减做公益的热
情。2010年1月，由苏金生发起的蒲公英行动
（聊城）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当时共有会员
4名。2010年11月18日，协会在东昌府区民政局
注册，成为聊城市第一个注册的社会公益组
织，主管单位是共青团东昌府区委。

当前，蒲公英行动（聊城）志愿者协会已
有注册会员165人。几年来，协会共组织公益
活动550多次，2600多人次参加了公益活动，走
访困难家庭达722户，足迹遍布东昌府区、高
唐、冠县、莘县等地，总行程14820公里，募集
发放善款物资约32万元。

几年来，也有会员离开了协会，其中的一
个原因就是对协会的运作方式有不同看法。苏
金生打算通过项目化运作、公司化管理、专家
督导的方式，吸引更多青年人参与进来。当
前，协会下设中心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秘书
处等部门，成员利用业余时间搞活动。“我希
望社会公益组织能向社工公益组织转变。届
时，协会将以更专业化的方式运作。”

关爱别人就是快乐自己

今年40岁的邓学诗是聊城义工联执行主
席。他告诉记者，聊城义工联是一个纯民间的
公益组织，成立8年来做了100多次公益活动，

包括环保、助学、助老、助残等，所需费用全
部来源于义工的个人直接捐助，聊城义工联从
来不经手现金，更不从募捐款项中抽取办公经
费。

2007年6月16日，聊城义工联正式成立，成
立当天就吸收会员160余人。2012年7月，聊城
义工联在东昌府区民政局成功注册，注册会员
达800多人。

2014年12月，聊城义工联成立了医疗爱心
基金，接收的第一批爱心捐款是来自聊城市人
民医院第二分院的5万元现金。双方签订协
议，约定这些捐款全部用于聊城慢性病患者。
截至目前，已有百余名慢性病患者从聊城义工
联爱心基金领取到救助金2万多元，这是聊城
公益组织第一次将募集到的爱心基金，用于长
期帮扶患者治疗。

助学、助残、助老、拥军、环保，在邓学
诗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聊城义工联
的队伍。邓学诗告诉记者，他的儿子从4岁大
的时候，就跟着他一起做义工，如今，已拥有
了 8年义工生涯。“越干越上瘾了，感觉
‘授’要比‘施’快乐得多。”在邓学诗看
来，关爱别人，就是快乐自己。

熟悉邓学诗的人都知道他以前是机械加工
厂的老板，几部货车、几部小车，每月近10万
元的收入。可如今，邓学诗却做起了宾馆的后
勤管理，每月仅拿三四千元的工资。

4月30日中午，聊城爱心驿站收到了河北
沧州王女士打来的5000元汇款。聊城爱心驿站
站长韩德俭告诉记者，按照王女士的意思，他
们在五一期间，将这5000元汇款分别捐给了东
阿县的尿毒症患者和东昌府区闫寺办事处的残
疾人。

“第一次送衣物，不送钱款；第二次送钱
款和轮椅等物资。这是爱心驿站的捐助流
程。”韩德俭介绍。“清清白白，踏踏实实，
不需要轰轰烈烈，钱财不入公共账户。”韩德
俭坦言，爱心驿站本着接收公开、捐赠过程透
明化的原则，直接面对贫困户，全面彻底杜绝
发起人将善款纳入个人腰包和活动流于形式的
行为。

还需多方助力“扶一把”

聊城一家青年车友会，曾组织敬老院的30
多名孤寡老人去旅游。到了一家景点，人家不
让进。车友会的成员辗转解释，20多位老人在
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得以进去。“景点工
作人员说我们车友会没注册，没有公信力，他
们信不过。可是我们想注册，跑了好长时间，
注册不成啊。”车友会的负责人无奈地说。

谈及当前协会发展面临的问题，苏金生
说：“首先是专业人员的缺失，搞起活动来很
被动；其次是经费短缺，如果有充足的资金，

会促进活动在更广范围内开展，以惠及更多的
孩子。此外，希望相关部门能提供更多的平
台，使协会与更多企业、爱心机构等进行交流
合作。”

记者曾跟随苏金生去捐助贫困学生，几位
会员开私家车去，吃饭就是大家凑钱，在路边
摊凑合一顿。“协会的日常费用均由会员通过
义卖等方式自行募集，或者自愿捐助。”苏金
生说。

共青团山东省委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青
年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高，许多青年社会组织
处于既没有依托已登记组织，也没有在民政部
门登记或正式备案的状态，极大影响了其公信
力。未登记的青年社会组织多数依靠创始者和
几个骨干维系，组织管理松散，专业力量薄
弱，缺乏相关经验，活动形不成品牌效应；青
年社会组织普遍缺乏资源、资金缺乏，制约着
组织的活跃程度和发展壮大。

共青团东昌府区委副书记杨晓告诉记者，
注册问题和资金问题制约着青年社会组织的发
展。拿资金问题来说，青年社会组织的运作资
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和私募两种渠道。可
作为民间团体，当前，在财政上并没有固定拨
款，因此，很难纳入财政预算。“这需要社会
各界助力扶一把，让青年社会组织尽快长
大。”

□杨秀萍 报道
本报聊城讯 照顾孕妈妈不仅是人与人之间

相互关爱的体现，也是城市文明的展现。为营造
全社会关爱孕妈妈的氛围，6月6日，东昌府区妇
幼保健院发起“关爱孕妈妈”行动，发放“孕妇
徽章”，为孕妈妈提供一个温馨的生活环境。

“孕妇徽章”以红色为底色，中间印有一个
可爱的宝宝，下方写着“谢谢您关心我妈妈”。
在徽章发放现场，准妈妈们收到徽章后，赶紧将
其别在了胸前。“这个倡议太及时、太贴心
了。”怀有两个月身孕的准妈妈小李对记者说：
“因为自己身材娇小，且肚子并不凸显，不但在
公交车上没人让座，在银行、超市等公共场合还
经常遭受拥挤，只能是有苦难言。”

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孕妇
需要更多的关爱，尤其是正处于胚胎发育阶段、
身形变化还不明显的准妈妈们。如今，通过佩戴
“孕妇徽章”这个醒目的标志，除了乘坐公交车
会有人让座，还将提醒广大市民为准妈妈们提供
远离烟酒，降低噪音，路上礼让等关爱服务。

专业人员缺失 活动经费短缺 组织管理松散

青年社会组织：“长大”还需多方助力
◆近年来，聊城市青年社会组织发展

迅速，不论是在倡导环保骑行、老城区保

护，还是公益助学等方面，这些青年群体都

积极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些开放创新倡

导公益的社会组织，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青年人参加，成为他们参与社会、影响社

会的重要方式。

骑行健身 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

邀您关爱孕妈妈

□杨秀萍 王华峰 报道
本报莘县讯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不仅是人

口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莘县古云镇，出生人
口性别比也曾一度偏高，然而，近年来该镇性别
比却逐年下降，合法生育率逐年上升。“打击
‘两非’是关键，是重点。”近日，该镇计生办
主任陈东亮说。

为严厉打击“两非”行为，全面做好人口工
作，古云镇坚持多部门联动，对“两非”始终保
持强有力的打击态势。陈东亮介绍，该镇先后成
立了人口计生、卫生、公安、药监等部门共同参
与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把综合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列入相关部门的工作职
责。与此同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相
关工作部署。每年由镇计生办与相关单位签订责
任书，协调各部门紧密配合，做好管理工作。此
外，还对全镇拥有B超机的机构进行登记备案，
进一步加强对技术服务人员的法制教育和B超机
使用管理，严厉打击“两非”行为。

面对打击“两非”压力大的实际情况，自
2005年开始，莘县与河北、河南等省份加强交流
协作，建立起了冀鲁豫三省六县综合治理出生人
口性别比区域协作的长效机制，古云镇积极相应
号召，率先建立起了边界联防机制。该镇与周边
乡镇签订《跨区域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协议书》
和《边界乡镇人口计生工作综合治理协议书》，
建立合作关系，定期互通情况，共同开展治理工
作，为“两非”行为的整治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
治理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现在，违法者作案的手段越来越隐蔽，为
此，我们通过有奖举报的方式，充分调动群众的
积极性，让这些行为无处遁形。”陈东亮说。为
进一步转变群众的生育观念，该镇建设村级“宣
传一条街”，免费发放宣传资料，大力传播科
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在建立完善利用导向机制的同时，古云镇还
明确各项奖励政策向计生女孩家庭倾斜，使之经
济上得实惠。独女家庭和双女户家庭的孩子考取
大学的，享受助学金；农村计生女孩家庭成员参
加新农合的，免交个人筹资部分。

莘县古云镇：

巧解出生人口

性别比失衡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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