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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和道路结冰双重黄色预警下奔跑的快递小哥

忙起来一身汗 风一吹全冻透

冬日的雪场，是释放热情、
挑战自我的乐园。滑雪，让我们
在寒冷中感受激情，同时也能
锻炼身体。但记住，滑雪也是一
项有风险的运动，在享受冰雪
乐趣的同时，安全永远是第一
位的。

1 .初到雪场时应先了解滑
雪场的大概情况，例如雪道的高
度、坡度、长度及周边情况，选择
适合自己的滑道。

2 .不要做危险和妨碍他人
滑行的动作。口袋和腰间不要放
置指甲剪、小刀等尖锐物品和易

碎玻璃瓶等，以防摔倒扎伤。
3 .穿着衣物既要保暖，又要

利索。这样便于活动，有条件的
可戴上护膝、护腕，起到一定的
保护作用，气候特别冷时，要戴
手套和耳罩。

4 .初练滑雪应注意循序渐
进，量力而行。建议请滑雪教练
进行初级技术指导，您可以从教
练那里系统地学习基本的滑雪
技术，然后才能上不同程度的滑
雪道去体验真正的滑雪给您带
来的全新感受。

5 .滑雪不怕摔，而怕撞。所
以要注意保持和别人之间的距
离，以及注意保持好速度。

(来源：中国应急信息网)

冬日滑雪安全先行

见习记者 管悦

进店人数增多
营业额上涨两三成

每年12月到次年1月是滑雪
的高峰期，也是滑雪装备的销售
旺季。12月21日上午，王大
鹏刚刚送走前来购买雪具
的顾客，又忙着给下一位
顾客根据他的习惯安装滑
雪板，他在济南市历下区
经营一家雪具店。

“今年销售热潮从10
月份就开始了，一直到12
月份，迎来了销售巅峰，比
往年情况要好很多，营业
额上涨两三成。”聊到冰雪
运动热潮对滑雪装备销量
的带动，从业十余年的他
感受颇深，以前滑雪属于
小众运动项目，冬奥会后
加入这项“冬季限定运动”
的人越来越多，来店选购
的顾客也逐渐增多，尤其
今年更为明显。

在另一家雪具店，今
冬的营业额也如同搭上了

“火箭”。“上个雪季，店里
的营业额接近100万元。照
目前的销售趋势来看，这
个雪季预计能实现新突
破。”店内营业员对今年的
销售业绩充满信心。

虽然是工作日的晚上，迪卡
侬山东旗舰店的滑雪装备售卖
区依然人头攒动。“今年初学滑
雪的人多了，来购买和体验滑雪
装备的人也多了起来，线上线下
销售额都有所增加。”迪卡侬工
作人员介绍，滑雪板和滑雪鞋比
较畅销，有些滑雪鞋热门款式出
现了断码情况。

滑雪上瘾
买装备更上瘾

“从头到脚每个部位都烧

钱，有些‘装备党'一年光雪板就
要买四五块，从双板到单板，技
术在进阶，装备也得跟着更新，
我每年都得花个一两万元吧。”
在济南市高新区的一家雪具店，
滑雪爱好者陈先生正在挑选新
的雪镜，已经滑雪三年的他感慨
道，买雪具已经变成了每年的固

定投资，比滑雪更上瘾的
是买滑雪装备。从10月份
开始，他就在为今年滑雪
季做准备了，预订适合自
己的配件。

在抖音电商11月大
促活动中，平台上滑雪装
备的销量同比增长近9
倍，滑雪护具、滑雪板、滑
雪镜等类目热销。天猫

“双11”期间，滑雪品类同
比增长近100%，多个滑雪
品牌不到半小时销量就
超去年全天。

“滑雪+”市场
迎来强劲复苏

电商平台“什么值得
买”发布的《2023雪季开板
消费趋势》数据显示，11
月1日-20日期间，站内“滑
雪”关键词商品成交总额
同比增长23 . 22%，用户讨
论热度同比增长19 . 65%，
滑雪夹克、滑雪裤、滑雪

镜、滑雪鞋等必备装备成为大热
卖点，成交总额分别实现58 .07%、
37 .64%、21 .58%、67 .84%的增长，进
一步证实了“滑雪热”的持续升
温。

据“什么值得买”商业运营
中心负责人张宇昂分析，历经两
年沉淀，中国滑雪市场已形成一
批较为忠诚的消费客群，新玩家
入局速度放缓，但老玩家已逐步
进入进阶期，对装备要求较高。
作为后冬奥时代的第一个完整
雪季，国内滑雪市场在2023-2024
雪季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已成为
行业共识。

文/片 记者 李培乐

为省时间
不乘电梯跑楼梯

在顺丰速运文西业务部，虽
然在屋里，但装卸工们都戴着帽
子，穿得鼓鼓囊囊。不时有人站
起来跺跺脚，对着手哈着热气，

“这个天冷得有点邪乎。”20日，
济南发布了低温黄色预警和道
路结冰黄色预警，当天济南最低
气温-21℃，白天最高温度-8℃。
由于大厅敞着门，屋里虽有暖
气，但是并不暖和，记者穿着羽
绒服还是感到了刺骨的寒风。

等装卸人员将所有的笼车
推到屋里，分拣完毕，电动三轮
依次排开，小哥们各自取走自己
的快件，嘴边呼着热气，一溜烟
儿离开了服务点。

31岁的于海涛来自黑龙江，
这一趟他回来得有些晚了，看到
自己的件后抱起一大摞就跑着
装货，业务部的负责人刘锋也赶
紧帮忙。“回来晚了，我这边需要
快点。”于海涛一边说着，一边装
货，几乎没有时间抬头。听说记
者要跟车采访，他急忙停下已经
启动的车，“得快点，我这边有点
忙。”

坐上有点拥挤的快递车，车
辆随即发动，沿着东舍坊街，一
路上坡。20日的天气确实冷，尽
管扣上了羽绒服的帽子，记者坐
在四处透气的电动车上，耳朵一
会就冻得生疼。于海涛说，他是
东北人，“虽然是东北人，但也怕
冷呀！今天确实冷！”

一路上，于海涛不时看看手

机，偶尔也接听电话，还要联系送
快递，“我们送货的时候，必须要
联系到收件人”。到了第一个院
子，车停下的瞬间，他迅速下车，
拿起快件就往楼内跑。“你的快递
到了！”收件人回复在家，记者跟
着他一口气冲上四楼，没有任何
的耽误和缓冲，交接完毕立马噔
噔噔下楼。等下了楼，记者已经有
些喘，身上也开始出汗，手机还没
有揣进兜里，电动三轮已经调头
来到身边。第二件快递，正好这家
有电梯，“不坐电梯了，二楼，等电
梯到，我就下来了。”

两个快递下来，于海涛说自
己后背已经出汗了，“其实最怕
这样，天气冷，路上一冻后背冰
凉，我们就是这样一会被风冻
透，一会被汗湿透”。

忙和累是常态
客户满意才是准则

出了这个院子，电动车七拐
八拐，几分钟的时间来到另一个
小区。就这一路，于海涛继续在
奔跑，身上再次冻透。

这时候，问题来了。一位市
民购买的三文鱼等产品，因为
不允许放快递柜，所以于海涛
和收件人进行了几次确认，最
终收件人要求放在门口。“我们
也很为难，我们不能决定放哪
里，一旦出问题，就不好说了，
所以我们要提醒清楚，让客户
自己决定。”

在银座佳怡酒店，本来是两
件快递，可是有一个收件人电话
打不通，“不能等，去下一家送
吧”。于是，电动车来到一处日间
照料中心，刚想上楼，电话打来

了。“刚才没有听到电话，给我送
过来吧，我急着用。”对方的语气
很急促，于海涛明白收件人肯定
希望马上就送到，但是他已经离
开了，“不好意思，需要稍微等一
会，等送完这边的马上给您送过
去。”几经沟通，对方同意，于海
涛嘱咐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于
是，送完手中的一单，快递车重
新回到酒店。记者跟着进了酒
店，顿时感觉一股暖意，这时才
感觉露在手套外边的指头已经
有点冻僵，而于海涛似乎已经感
受不到寒冷。

整个送货的过程中，于海涛
几乎都是跑着的。不过，当天还
不是最忙的时候，于海涛说他最
多一天送了200多个件，收了五
六十个件，那就得早出晚归，尽
量把工作时间延长。整个送货过
程中，记者也陪着一起经历一会
冻透、一会出汗的反复“磨炼”，
对此于海涛说，“习惯了就好
了。”全程中，于海涛几乎一直在
通话，或者联系收件人，或者准
备收件。

上周五，雪后不好走，但是
小哥们基本都准时到服务点，

“稍微晚点的7：10也就到了，大
家是风雨无阻，有时越是天气不
好件越多。”刘锋说，现在每个快
递员每天的件在八九十件，高峰
期在“双11”、中秋和过年期间，

“过年的高峰期又快要来了。虽
然天寒地冻，但让客户满意是我
们不变的准则。”

“送快递虽然忙，虽然累，但
是我觉着很充实，我的服务能让
大家满意就好，我别无所求，理
解就好。”在送完件返回的路上，
于海涛说得很真诚。

随着各大雪场陆续开板，冰雪运动持续升温，滑雪装备的销售
额也乘着“冰雪经济”的东风突飞猛进。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走访多家线下雪具店了解到，“滑雪鞋、滑雪板、固定器”成为
今冬滑雪装备畅销三件套，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两三成，迎来

“滑雪+”产品销售旺季。

滑
雪
运
动
火
热
装
备
也
卖
爆
了

济
南
有
店
铺
一
个
雪
季
营
业
额
破
百
万
元

12月20日上午
10点30分，-8℃的
济南，快递小哥于
海涛骑着电动三轮
快速行驶到顺丰速
运济南区文西业务
部。停住车，跳下
车，冲进屋里，嘴里
说着“来晚了”。这
是他当天第二次取
件了，早上7点取的
快递件才刚刚送
完。

奔跑中的快递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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