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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
匯報訊（記

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抗疫物

資的物流配送，並
不僅僅是從A地運輸

到B地這麼簡單，需要
進行訂倉預約、入庫、調

撥、配送等多個工種，僅靠倉
庫一線10多人，壓力會很大。為

此，由何欣婷牽頭，組建起一支義
工隊伍，支援菜鳥團隊。

員工熱烈響應 多人主動請纓
支援團隊的成員需要對物流各環節比

較熟悉，亦需要有高度的寫作能力和團
隊精神，因此，從集團在港各業務部門
召集最為合適，而非社會招募。讓何欣
婷感動的是，招募訊息在工作平台發出
後，得到大家的熱烈響應，當晚便有多
人主動請纓，且繼續有更多人參與進
來，最終，召集的人數是原計劃的五六
倍。
「這些義工來自財務、法務、公共關

係等不同部門，有的是一線工作者，有
的是部門負責人。他們本身在各自崗位
有工作在身，現在又主動支持抗疫物資
配送事務，工作強度無疑增加。」何欣
婷說。
工作中，每天來來回回有很多信息，

全有賴於義工團隊，把各項細節梳理得
有條不紊。何欣婷說，要保證配送工作
順暢，必須確保信息及時同步，否則影
響整體效率。
她指，事實證明，義工團隊的成員的

經驗和能力，在此次抗疫中顯得彌足珍
貴，對一個多月來配送工作「零誤差」
發揮了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梁金源告訴記者，最初
的兩個星期，同事們爭分奪秒去做聯絡和安排。即便如今各項工作
順暢了很多，但盡快將物資送到市民家中，每人都會主動延長工作
時間。
作為元朗倉的「倉主」陳羨雯，雖然多數時間是居家工作，但仍
是團隊中最為忙碌的人之一。在公益活動之前，她負責把海外的商
品進口到香港，再轉內地，打交道最多的是化妝品、護膚品之類，
而這一次的工作，更貼近市民，讓她覺得有別樣的意義。

兒女真切感受媽媽工作重要
每天，陳羨雯要處理各種報表，協調車輛、司機、義工同事等不同

崗位人員。她有一雙兒女，以前，他們只知道媽媽是做物流行業的，
但這一次，和媽媽一起居家隔離，真切感受到了媽媽工作的重要性。
「我們每天要接打幾十個電話，交代很多工作，他們耳濡目染，對
我的工作規律和內容，瞭然於心。比如，到哪個倉庫調貨，什麼時候
貨車司機該到倉庫了，出倉要和哪位叔叔阿姨聯絡，他們都有了比較
清晰的了解。」陳羨雯笑言，有時候看到電視裏播放分發物資的畫
面，他們就會問「媽媽，這個是你們送過去的嗎？」當得知香港街區
的清潔工獲派的藥品是媽媽團隊送過去的，會感到很自豪。
陳羨雯說，這是一種很特別的體驗，從兒女的反饋，她也對自己
的工作很驕傲，覺得更有意義。

子女也自豪
「倉主」感驕傲

配送物資「零誤差」打通最後一公里

香港疫情來勢洶洶，抗疫物資、民生物資緊
缺，內地個人、企業、團體及香港各界掀

起捐贈熱潮。如何將這些物資送到基層一線，考
驗着各方。香港一端的物流配送，感染風險高、
人手緊缺，工作專業性要求又高，相比於組織生
產、通關，乃至跨境運輸，難度更大。
2月中旬，在中央駐港機構的協調下，負責統
籌贈港物資的民間抗疫公益組織「全港社區抗疫
連線」（下稱「抗疫連線」），得到菜鳥香港公
司的支持，借助後者的專業渠道，打通物資從落
地香港到抵達社區的「最後一公里」。

迅速成立逾40人團隊
「當時我們開了內部會議，上下一致認為，有
義務有責任去承擔這項工作，支持香港抗疫。不
到24小時，我們就成立了15人專項小組，並很
快在集團香港各業務部門抽調了逾25人作為義
工團隊。」梁金源說。
菜鳥在香港的自營業務頗具規模，本身單量
多，庫容比較緊張。物資接收需要倉庫，為此，
菜鳥於元朗流浮山的一間倉庫騰出1,000多平方
米的空間，作為內地贈港物資的入庫倉。

陳羨雯以前的崗位是負責貨物進口工作，
然後再出口到內地。此次則相反，從接
收內地物資，再在全港配送，時間
緊迫，且來貨的規律性、穩定性

不如公司自營業務。
有一次，內地一企
業捐贈了 2,000

箱新鮮蔬

菜，計劃早上抵達元朗倉庫。就在菜鳥團隊的車
輛、人員就位時，陳羨雯接到電話，由於跨境貨
車入境延時，下午4點左右才能入庫。
新鮮果蔬當天入庫後，要第一時間重新組裝，
包裝成蔬菜盒後，最遲第二天早上8點完成裝
車，9點左右就要發出，讓蔬菜中午就能送上市
民餐桌。入庫時間延後，意味着前期工作的時間
大為縮短。
陳羨雯介紹，為了搶時間，他們在元朗一帶

招募了10名以家庭主婦為主的臨時工，增加人
手參與分揀、組裝蔬菜盒；義工團隊的預約登
記小組等，也和倉庫同事同步開展工作。對於
他們來說，每一秒鐘都顯得珍貴。整個團隊主
動加班，最終為第二天早晨的出庫作好了準
備。
一個月以來，團隊已接收了60多家單位捐贈
的各類物資，具體工作遠比表面上看起來複雜。
阿里巴巴全球公益委員會委員何欣婷是此次義工
團隊的牽頭人，在保證原有業務工作的同時，他
們還要不遺餘力地完成物流配送支援工作，工作
強度不亞於倉庫一線。比如，物資的入庫、出
庫，預約登記小組都要詳細記錄，要核對每一項
數目，不能出任何差錯。
「菜鳥團隊平時處理的貨量很大，經驗豐富。
今次處理緊急捐贈物資，正好可以發揮日常積累
的能力，保障捐贈物資完整無損地送到受贈方。
例如，某一個社區原本受捐100箱，卻只收到了
90箱，這種情況是絕不允許出現的。」何欣婷
說。
車隊的調度是另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其

間，日常要至少保證4輛配送貨車每

天在全港18區來回穿梭，為減少人員接觸，
避免交叉感染，車隊司機被分成兩個班，比如
周一、三、五、日是A班，周二、四、六是B
班。

爭取物資36小時內抵社區
「我們的目標是從物資入庫到分發到社區，

不超過36小時。有時候會遇到兩三名司機同時
確診的情況，我們需要從其他渠道抽調司機，
甚至想辦法臨時增加車輛加入車隊。遇到極端
情況，還會和抗疫連線溝通，讓私家車參與部
分工作。」陳羨雯說。
梁金源此次負責對外溝通協調、人員及車

輛的調度等，保證整個團隊能夠順暢、高
效開展工作。這段時間，他每天要接打三
四十個電話，召開七八次工作會議，凌
晨深夜才能睡覺休息已習以為常。
「援港物資每日的類型、數量、入

庫時間都有不確定性，但我們團隊
要保證流程、效率上的確定性、
穩定性，去應對這些變化。也
許很難衡量到具體幫到了多
少市民，但我確信能夠讓
香港往好的方向發展，
這就是我們全情投
入 的 動 力 所
在。」梁金
源說。

晚上10點，陳羨雯與同事們敲定天亮後的物資調配方案，

結束了一天逾12小時的工作。身為菜鳥香港元朗流浮山海外倉

「倉主」，這樣的工作節奏她已堅持月餘。內地捐贈的抗疫物資源

源不斷，作為「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的「戰時」合作方，菜鳥香港團

隊負責所有贈港物資的入庫、調撥、配送。至今，陳羨雯和同事們處理的援港物資已近800萬件，保持「零誤

差」。「大疫當前，這項工作極具挑戰性，但作為在地的專業力量，此時此刻，捨我其誰。同事們全情投入，主

動加班。只要能幫到香港，我們就認為值得。」 菜鳥進口供應鏈進口物流香港大區負責人梁金源說。

菜鳥香港迄今處理援港物資近800萬件 入庫調撥配送全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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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同胞殷勤
誠心感動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此次公益活動團隊成員，大
多數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除了出於對香港的熱愛，他們的動力還來源
於內地同胞對香港的無私援助，那份愛心讓他們感動。
梁金源介紹，內地援港的物資以口罩、檢測試劑、防護服、藥品、食

品為主，也有很多讓人意想不到的一些產品。他記得，深圳一家科技公
司，寄來了一批智能設備，例如捐給香港基層社區的消毒機械人，滿足
他們日常環境消殺的需求。「可以想像到，內地同胞在窮盡辦法支援香
港。」
陳羨雯在加入菜鳥後，有機會接觸了很多內地人士和企業，但多是工

作層面的接洽，而通過這次抗疫公益活動，真真切切感受到內地和香港
如此緊密，能夠感受到同胞間的關懷和支持。

考慮患者需求 選麵口感柔和
她告訴記者，在與內地一家大型即食麵廠家對接的時候，大家討論了

香港確診患者比較多的情況，由於他們喉嚨可能比較敏感，味覺刺激可
能令他們不舒服。為此，廠家特意挑選了口感柔和的即食麵。
「這讓我很感動，在捐贈的同時，能夠貼心地從患者的實際需求出
發，實實在在幫助到有需要的人。」陳羨雯說。
目前深處廣州的菜鳥香港團隊成員郭永倩是內地人，也參與到此次公

益活動，為香港同事協調物資，並負責了大量內聯的工作。「雖然我不
在香港，但仍能夠與大家融為一體，共同為香港出力。」 ◆何欣婷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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