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拿到手的包裹，拆了包装，打开折叠的

平衡车，试了一下，小伙子便心满意足地把这

个新鲜玩意儿装回箱子里，拎着回了家。这

一幕发生在海拔 3700 多米的西藏自治区日

喀则市江孜县快递点门口。

“县里网购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经常购买

些新奇玩意儿——光是这个平衡车，县里都

有好几台。”快递点的工作人员说。

在网购大潮中，像江孜这样的偏远县城，

也出现了消费的新亮点。

习惯改变

“ 我 们 也 能 买 到 天 南 海
北的商品”

江孜县闵行中学教师巴片有着 10 多年

的网购经历。哪怕之前在江孜县下辖的乡镇

工作，她也时常通过网络购买物品。“我从拉

萨来，刚到江孜的时候，很不适应这里的线下

商业，很多喜欢的东西都买不到。所以就会

网购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巴片说。

江孜县机关干部央吉的网购习惯，养成

得更早。在河北石家庄读书期间，她就学会

了网购。“像我一样的西藏青年很多都在东部

地区求学和生活过，那边网购发达，等我们回

到家乡，也会带着网购的习惯回来。”

消费习惯改变背后，还有商品种类的变

化。打开巴片的手机，电商平台的购物车里

满是各类时髦的服饰、新奇的玩具和进口的

零食。“如今家里买东西，最先想到的就是网

购，只有急用的生活必需品才会去线下的超

市购买。”巴片说。

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年轻人接

受外界信息的速度加快，也让他们有了更开

阔 的 视 野 ，愿 意 尝 试 更 多 的 商 品 和 销 售 模

式。巴片说：“看直播的时候了解到一款商

品，我觉得好，就直接下单；明星带货，我会去

搜索同款；看到微信里公众号、朋友圈的推

荐，我也愿意买来试一试。”

当然，像江孜这样的偏远地区，网购对于

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农牧民来说，还是有些

困难。不过，这部分消费热情并没有减弱，而

是通过“代买”的形式得以释放。

走进江孜古堡脚下的拉则社区，在旦增

扎西的小店里，堆着及腰的包裹，这都是乡亲

们购买的商品。旦增扎西在开店的同时，也

经营着社区里的电商服务中心，周围不会网

购的乡亲来他的小店通过网络购买商品，快

递送到旦增扎西的店里，再由邻居们自取。

“江孜虽然相对偏远，但是通过网络，我

们也能买到天南海北的商品。”说起如今买东

西的体验，巴片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物流改进

“这些年，包裹量增长了
一两百倍”

2012 年，杨重运从外地来到江孜，做起

了 快 递 服 务 ，儿 子 杨 鹤 在 2017 年 也 到 了 江

孜，成了父亲的同行。一晃快 10 年，父子俩

见证了快递业在这里的发展。

曾经，邮政是江孜唯一的快递企业。但

随着像杨鹤这样的从业者的到来，如今江孜

已经基本被主要快递物流企业所覆盖。

“2012 年的时候，江孜快递业务刚刚起

步。我听爸爸讲，一天正常三五个快递，多也

就 10 个。”杨鹤回忆，“现在，我经营的加盟营

业点一天三五百个包裹是常态。保守估计全

县的包裹数量能达到一天近千单。这些年，

包裹量增长了一两百倍。”

转折出现在 2017 年——那一年，快递点

单日包裹数量第一次达到了 100 件。在和顾

客的交流中，杨鹤发现，4G 网络的开通和普

及，是网购得以推广的重要动力。“有了更快

更好的移动网络，购物的体验逐步提升，大家

愿意在网上浏览信息、订购商品。网络不但

是购物的渠道，也是了解商品的渠道。”

与网络提速同步，物流服务的提速也改

善了县城居民的购物体验，让他们更乐于网

购。杨鹤介绍，2015 年起，通往江孜的道路

逐步升级，往日需要在各种颠簸路面上行驶

多 日 的 大 货 车 可 以 平 稳 快 速 地 开 进 县 城 ；

2018 年，日喀则机场开通物流直达，机场高

速也在不久后修通，很多空运件不用途经拉

萨等地转运；日喀则的物流集散地信息化和

自动化程度近年来也不断提升，分拣、配送效

率大大提高。

“10 年前，一个包裹路上需要十几天，我

们还不敢跟客户保证时效。现在陆运 7 天左

右，航空件 3 到 4 天，物流环节改善是电商消

费体验提高的重要保障。”杨鹤说。如今，网

购的人越来越多，有些还是“网购大户”。“有

个年轻人一次网购了 37 个包裹，把我们吓了

一跳，一车包裹几乎都是她一个人的。”

模式改良

“打造更多细分化、有特
点的电商新模式”

“电商消费蓬勃发展，但却依旧有‘成长

的烦恼’。”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上海援藏干

部张毅说，“商品种类丰富了，物流速度也比

原 来 快 了 ，但 是 整 体 来 说 成 本 依 旧 比 较 高

——物固然美，价却未必廉。”

在张毅看来，县域消费的增长不仅指县

城居民的消费，也应该包含周边乡镇村庄在

内的全县群众消费。利用好县城的辐射效应

和服务效应，才能以县城为龙头带动县域经

济的发展。

“比如，江孜县一些乡镇希望在县城建设

一个面向本地的电商平台，以聚合本地居民

需求的方式向商家进行议价。一方面可以降

低商品价格，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大量采购压

低物流成本。”张毅说，“这是一种针对偏远地

区的新尝试。”

除了本地消费者主动聚合需求，电商平

台也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有电商行

业从业者表示，目前随着一批主攻下沉市场

的电商兴起，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领域应该如

何拓展业务。“这块市场大，但是消费者分散

购买给平台带来的利润并不高，主要是物流

成本过高。”一位从业者说，“随着这些地区人

群购买行为数据的进一步丰富，电商平台可

以通过大数据等方式对一个地区的消费行为

进行预判，进而通过搭建本地仓的方式降低

物流和配送成本。”

“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底子薄，同时群众消

费需求分散，利用线下消费来满足多样化的

本地需求难度更高，由此看电商消费的蓬勃

发展是一种必然。”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

究所所长崔丽丽说，“下一步，电商平台有必

要向县域特别是偏远地区县域进一步探索、

发现新市场，打造更多细分化、有特点的电商

新模式，让电子商务的生态更加丰富和健康，

也给群众带去更多的消费选择和发展红利。”

图①：当地群众在快递点取货。

图②：快递点工作人员从车上取下快递。

李擎昊摄（人民视觉）

养成习惯、补齐短板，县城居民网购体验再升级—

西藏江孜 网络消费更方便
本报记者 徐驭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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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偏远县城的消费者来说，电商扩大

的是消费，扩展的是见识。一次次消费购物，

不仅仅提升了生活水平，也让他们有机会与

更广阔的世界连接。

观念一变天地宽。消费多了，“这些东西

我们为啥不能做？”这个念头在一些人心里生

根发芽。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潮流和时

尚在手，机会之门也就打开了——找到具有

比较优势的商品，县城也能成为创业的热土，

那些熟悉电商、紧跟潮流的年轻人，就是产业

成长的重要力量。

进一步看，随着生产日渐兴旺，很多问题

也会随之解决。就物流而言，生产规模扩大

意味着物流成本会在规模效应下被摊薄，县

域的物流配送也会变得更为顺畅。在中西部

地区，一些地区孕育的电商村、电商镇等都帮

助当地降低物流成本，也惠及了当地群众。

这是一个正向反馈的过程，产业的规模越做

越大，物流的成本越来越低，消费的便利程度

就会越来越高。

消费带动生产，也带动发展。构建一个

健康的经济循环，需要生产和消费“双轮驱

动”，帮助消费者走向美好的远方。

消费带动生产，也带动发展

“这两年身边买新能源车的朋友越来越多，单位和小区

也都有了充电桩。”北京青年小叶结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

家庭为单位申请北京小客车新能源指标。

国务院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

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

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6 年位

居全球第一，累计推广超过 550 万辆。国产新能源汽车正

踏着中国智造的产业升级阶梯不断前进。

电池技术革新推进绿色转型

“2020 年，中国汽车市场成为全球车市为数不多的亮

点，年销量占世界汽车总销量的份额提升至 33%。”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说。以电力、氢能源为动力的新能

源汽车正成为重要交通工具。

新能源汽车之所以被寄予厚望，是因为国产品牌在核

心技术上有“换道超车”的可能。近年来，以三元锂电池、磷

酸铁锂电池为攻坚方向，国产品牌在包括动力电池、驱动电

机、电控系统等在内的核心零部件领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高温和碰撞会打破锂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平衡稳

定。”业内人士解释。作为自主研发动力电池同时生产整车

的国产品牌，威马汽车自主研发的电池包技术，能够确保电

芯温度始终保持在安全范围内；电池包由高强度钢结构层

层分隔包裹，可有效抵御碰撞和挤压带来的冲击。

通过研发安全、可靠、耐用的全球领先的电池包平台化

技术，国产品牌可实现电池质量安全可控，同时加快推进能

源绿色转型，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大数据赋能优化出行体验

随着智慧道路、通信网络、云端技术等科技融合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传统汽车在零部件、整车研发生产及营

销服务企业之间的工业链条逐步演变成汽车、能源、交通、

信息通信等多领域多主体参与的“网状生态”，网联化趋势

将加速全行业的信息化发展。

3 月 11 日，工信部组织召开智能网联汽车相关座谈

会。有关人士在会上表示，智能网联汽车是未来产业发展

的战略制高点，当前正处于技术快速演进、产业加速布局的

关键阶段。得益于卫星遥感技术、5G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国产新能源汽车在智能网联化的研究上成果颇丰。

“网联化背景下，卫星通信、高分遥感卫星、人工智能等

技术除了落地在新能源汽车的自动驾驶等应用上，也可实

现网上检修汽车、车家互联，人在车里就能远程控制智能家

居产品。”威马汽车创始人沈晖说。

立足自主研发，国产新能源车企打通了汽车研发、生产

制造、新零售等各个环节，利用移动端大数据为消费者量身

设计最佳出行体验。据悉，截至 2020 年 10 月，威马汽车已

获国内专利 868 项。

新能源汽车将高度智能化

“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系统让我提前感受到科技感和未

来感。”来自广州的李妙知话语间都是赞赏。这位“80 后”

购买威马汽车已经 3 年，他十分看好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无

人驾驶、自动泊车、疲劳检测等功能。

智能化为什么总和新能源汽车联系起来？一位汽车从

业人士说，车载智能设备需要很多电控器件和传感器，燃油

车的节气门、变速箱等复杂部件都会增加智能化控制的难

度和成本。而对新能源汽车来说，经电脑处理后的数据可

以直接传给电机、电池、电控三大部件，能在短时间内实现

精准控制，成本更低。

当前，多个国产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已达到高度智能

化。以威马汽车为例，用户可使用自然语音交互、语音控

制、自动驾驶和自动泊车功能。

“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属性会越来越强。”沈晖分析，

“安全、舒适、高效节能都将成为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的发展

方向。”

推动绿色转型与智能升级

国产新能源汽车
营造出行新体验

本报记者 马 原

本报合肥 4 月 26 日电 （记者

常钦）记者从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

村召开的农业农村政策与改革工作

会议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国清查核

实农村集体资产 6.5 万亿元，集体土

地等资源 65.5 亿亩，确认集体成员 9
亿人，完成了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

颁证，将 15 亿亩承包地确权给 2 亿

农户，完善承包合同并颁发 2 亿份

证书，基本实现“底清账明”。

着眼于农业现代化，加快构建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体制机

制 是 深 化 农 村 改 革 的 一 项 重 要 任

务。据介绍，目前，纳入名录系统的

家庭农场超过 300 万个，依法注册

登记的农民合作社 225 万家、带动 1
亿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90
万家、服务 7000 万农户。

今年要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各地要认真

抓 好 成 员 界 定、证 书 发 放、登 记 赋

码、资产管理、资料归档、总结表彰

等关键环节，层层压实责任，规范有

序推进，确保年底前如期保质完成

各项试点任务。要稳慎推进二轮延

包试点。去年，农业农村部在 16 个

省、20 个县开展了以村组为单位的

二轮延包试点，今年还要继续扩大

试点范围，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整

乡镇试点，进一步摸清可能遇到的

各种问题，探索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要扎实推进新一轮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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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物流所需时间越
来越短，身边的电商服务
越来越到位，在海拔 3700
多米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
市江孜县，网购已经成为
不少人的购物选择。

消费亮点的背后，不
仅是物质生活的丰富，也
是生活习惯的养成。通过
互联网，偏远县城的人们
连接上了更大的世界。

本报北京 4月 26日电 （记者欧阳洁）记者从日前召

开的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中

央部门和地方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及时取缔违规机构。

截至 2020 年末，4676 家纳入专项整治的网贷机构全部停

止开展业务，3210家网贷机构存量业务已经清零，对存量

尚未清零的机构，建立跟踪机制定期通报督导。公安机关

缉捕外逃犯罪嫌疑人近百名，累计追缴涉案资产价值约

860亿元。会议指出，网贷专项整治工作的重心已转入存

量风险处置和长效机制建设，要求持之以恒做好网贷存量

风险处置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财产利益。

会议要求，加大正常退出机构风险化解力度，持续加

大监测力度，严禁停业机构开展新的网贷撮合业务，并加

强对重点平台监测。同时要依法加快刑事立案机构资产

处置进度，切实做好“阳光办案”，及时公布案件处置进

展，回应出借人关切。对于难以良性退出、出借人反映强

烈的机构以及停业后转入线下继续经营的机构，要尽快

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会议同时要求，要健全网贷风险监管长效机制，对任

何非持牌从事互联网放贷业务的平台，一律按照非法金融

活动进行查处，坚持鼓励金融市场依法公平竞争，着力破

除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及时制止“伪创新”“乱创新”。

推进网贷存量风险出清

4676家网贷机构停止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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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一家商业综合体在两江新区开业。在这座商业体内，拥有高达 42 米的立体垂直景观，20 米高的室内景观瀑布飞流直

下，近 300 种、7 万株植物还原自然风貌，让消费者享受沉浸式购物体验。图为 4 月 25 日，市民在购物、休闲。

孙凯芳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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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发展格局
县域消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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