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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500 亿 件 ！ 国 家 邮

政 局 实 时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

截至 7 月 4 日，2021 年全国

快递业务量已突破 500 亿

件 ，接 近 2018 年 全 年 水

平 。 今 年 以 来 ，快 递 业 保

持 快 速 增 长 态 势 ，业 务 量

突 破 500 亿 件 仅 用 时 6 个

月，比 2020 年提前约两个

月。体量更大、速度更快，

中 国 快 递 业 势 头 猛 、劲

头足。

作为产销两端的连接

者 ，快 递 业 务 量 的 迅 猛 增

长 ，展 现 了 消 费 市 场 的 蓬

勃活力。日均服务约 6 亿

人次、“618”期间最高日处

理量超 4 亿件……一个又一个快递

新纪录印证着我国网络零售市场的

火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500 亿

快件中发往农村地区的包裹占三

成，增长迅速。可见，随着我国消费

市场网络向农村地区延伸，工业品

下乡的渠道越来越畅通，农村地区

的消费潜力正在逐步释放。

看发展趋势，从农村地

区 发 出 的 包 裹 量 增 速 很

快。这一变化让我们见证

了 农 产 品 进 城 的 巨 大 空

间。近年来，在国家邮政局

推动下，快递企业因地制宜

地通过多种模式加速推进

快递进村。日渐健全的乡

镇快递网络，让越来越多的

包裹从田头发出，一头丰富

了百姓的餐桌，一头鼓起了

乡亲的荷包。荷包鼓了，乡

亲们的消费意愿更强，从而

进一步促进工业品下乡，农

村市场正成为快递业新的

增 长 极 、消 费 市 场 的 新

蓝海。

展望未来，要促进消费

潜力进一步释放，助力构建

新发展格局，快递业还有很

多文章可做。快递业的服

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着消费者网络购物车的丰

富程度。快递给力，网购也

能更有吸引力。依托足够

强大的快递服务网络，才能

尽可能连接起全球更多的

生产者、消费者，做大做优

消费“蛋糕”。

保民生、促生产、畅循

环，我们期待着快递进村的

触角能加速延伸，持续提升

网络覆盖范围，继续畅通城

乡经济循环；期待着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快递供给能力持续加强，更

好服务城乡群众的美好生活。“小”

快递服务“大”民生，我们期待着快

递业成为促进消费、畅通经济循环

的重要生力军，进一步助力完整内

需体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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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R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近日公布前 5 月

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

1—5 月，轻工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实现营

业收入 85074.5 亿元，同比增长 24.7%，

比 2019 年增长 8.1%。实现利润 5321.2
亿元，同比增长 30.2%，比 2019 年增长

12.3%，行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 6.3%。

“与去年同期相比，轻工行业经济

总体呈现恢复性快速增长势头，生产实

现较快增长，盈利水平持续回升，市场

稳步恢复，出口大幅增长。”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会长张崇和说。

前 5 月，反映轻工经济运行的主要

指标表现良好——

生产较快增长。1—5 月，轻工行业

增加值增速 19.1%。部分轻工行业增加

值保持快速增长，电池、自行车、家电、

五金等行业增加值增速超过 30%。1—

5 月，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 92 种轻工产

品中，产量正增长的品种为 84 个，增长

面为 91.3%。

市场稳步回暖。1—5 月，国内消费

市场继续回暖，网上零售快速增长，轻

工 消 费 品 市 场 继 续 保 持 稳 步 恢 复 态

势 。 据 统 计 ，轻 工 10 类 商 品 零 售 额

26102 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5.0%，同比增长 25.8%，比 2019 年同期

增长 10.7%，两年平均增长 5.2%。

出 口 快 速 增 长 。 统 计 显 示 ，1—5
月，轻工 8 种重点商品出口额 1728.5 亿

美元，同比增长 54.1%。

投资增速由负转正。2021 年主要

轻工行业投资稳定恢复，增速由负转

正。 1—5 月，10 个主要轻工及相关行

业 中 ，除 家 具 、皮 革 木 材 加 工 制 造 业

外，其他行业投资增速均超过 10%。

张崇和表示，虽受疫情影响，但我

国轻工业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变，轻工业韧性好、潜力足的基本特征

没有变。从前 5 月运行情况来看，2021
年，轻工业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恢复、

总体向好。

前5月实现利润增长30.2%

轻工业经济总体恢复性快速增长
本报记者 韩 鑫

本报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者葛孟

超）记者 7 日从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

截 至 6 月 末 ，我 国 外 汇 储 备 规 模 为

32140 亿美元，较 5 月末下降 78 亿美元，

降幅为 0.24%。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王春英表示，6 月，外汇市场平稳运

行，外汇交易保持理性。国际金融市场

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疫苗进展、主要

国家货币及财政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

美元指数震荡上行，主要国家金融资产

价格总体上涨。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

价货币，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

下降，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

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王春英表示，展望未来，境外疫情

形势依然严峻，全球经济形势和国际金

融市场仍面临较多风险因素。但我国

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内生动

力逐步增强，将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

持基本稳定。

截至6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140亿美元

今年，徐闻菠萝火起来了！

一到节假日，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

的游客便骤增，优质菠萝收购价超 3 元/
公斤。“人山人海只为‘菠萝的海’”“广东

喊全国人民吃菠萝”等网络短视频火爆，

累计点击量达数十亿人次。

原先销量平平的徐闻菠萝，为何能

够火起来？这要从 3 年前说起。

小手机，大数据

2018 年春，徐闻县菠萝大丰收，但菠

萝市场低迷，传统品种“巴厘”的田头收

购价跌至 0.4 元/公斤。

这令徐闻人备感纠结——种植面积

35 万亩，年产量占全国菠萝市场 1/3；但

信息不对称，“屡丰产屡滞销”，菠萝在旺

季时常亏本甩卖，很多烂在地里。“增产

不增收，一拖拉机菠萝只能卖几十元，很

多农民不愿种。”徐闻菠萝协会会长吴建

连深有感触。

“产业痛点就是工作发力点！”在广

东省、湛江市支持下，徐闻制定菠萝产业

3 年行动计划——筹建一个大数据库、拓

展产销两个市场、成立购销两个联盟、组

织请进来与走出去两地活动、一揽子解

决产业堵点，简称“12221”方案。2019 年

初，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成立专项工作组，

进驻徐闻，排忧解难。

“政 府 、农 户 、采 购 、经 销 等 多 方 联

合，发布采购商指数和采购价格指数，产

购销一体发力。”专项工作组组长、广东

省农业展览馆副馆长黎小军说，“一亩

田”农产品交易平台、唯品会、京东、每日

优鲜等电商纷纷加盟，助力徐闻菠萝的

销售。

登录“一亩田”小程序，徐闻菠萝产

销趋势、采购热度、每日行情、交通信息

等一目了然，还包括了全国菠萝主产区

采购价、全国主要水果批发市场菠萝销

售价。这一招立竿见影！ 2019 年，“巴

厘”菠萝收购价企稳 1.6—2.2 元/公斤，优

品达 2.6 元/公斤。

去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徐闻菠

萝的销售又遇挑战。广东迅速开发农产

品“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平台，采购直通

车、短视频促销、网络会客室、直播带货

等一起上。至今年一季度末，徐闻菠萝

销量完成全年总产量一半，未成熟菠萝

也被订购。

“ 大 数 据 链 接 产 销 ，产 业 有 了 风 向

标。卖给谁、找谁买、啥价格，大家心中

有数，能掌握市场投放节奏。”“一亩田”

联合创始人刘志嘉说，根据对去年菠萝

大宗交易量前三名的分析，今年徐闻菠

萝高铁专列开通了，重点开拓西北、东

北、中部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市场。

小农户，大市场

大数据赋能，返乡创业者陈如约精

心培育的“金菠萝”如虎添翼，产量逐年

递增，种植面积从 1.25 亩扩张至 900 亩，

产品还卖到了国外。

4 年前，陈如约从广州一家公司辞

职，回到徐闻县曲界镇，种植杂交品种

“金菠萝”，并组建诺香园农产品专业合

作社，开设数字农业服务站、储藏冷库和

加工厂。去年，他出口“金菠萝”100 吨，

今年计划出口 1000 吨。“这是今年出口的

第一车，10 吨‘金菠萝’，9 元/公斤。”说

完，陈如约转身忙着指挥工人，搬出一筐

筐菠萝，冒雨装上冷柜货车。

显 然 ，小 农 户 与 大 市 场 无 缝 对 接 ，

重 构 供 应 链 模 式 ，激 活 了 菠 萝 市 场 体

系。徐闻有着近百年菠萝种植史，是全

国最大菠萝产区，但种植标准化程度与

产业化水平一直不高，遇到恶劣天气，

菠萝极易变质烂掉。而今，每亩菠萝均

有“身份”，专人负责，标准种植、品质可

控、生产可溯；有了分拣、仓储、保鲜、冷

链和物流等全产业链，徐闻菠萝能出村

进城，还能漂洋过海，销往“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早上采摘，中午运走，下午就能进

商场和家庭。”在徐闻菠萝出口跨境电商

发车仪式上，徐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陈光力说，品质与品牌相互促进，徐闻菠

萝走出了低谷，成了市场抢手货，现在卖

1 车相当于过去卖 10 车。

今 年 春 天 ，徐 闻 菠 萝 更 是 迎 来“ 高

光”时刻。上千家采购商入驻徐闻，外

地多个批发市场设立“广东菠萝广场”

打卡点。徐闻菠萝产业发展渐入佳境，

辐 射 带 动 约 5 万 农 户 、14.6 万 劳 动 力 。

全县菠萝种植户 2019 年增加存款储蓄

9.8 亿元、2020 年增加存款储蓄 12.56 亿

元，预计今年户均增收 1.2 万元。

小切口，大发展

从“遭冷遇”到“火出圈”，徐闻菠萝

产业的发展调整，让成千上万的农户实

现了增收致富。

徐 闻 连 香 农 产 品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会客厅内，菠萝月饼、菠萝罐头、菠萝干

以及菠萝叶子制作的袜子、毛巾等一应

俱全。旁边的加工厂里，一组妇女在熟

练 地 削 皮 、挑 眼 ，制 作 袋 装 小 果 菠 萝 。

“我们的业务涉及种植、加工、销售，产

业链长，附加值高，还解决了 100 多人就

业。”50 来岁的吴建连是个热心肠，是合

作社理事长，有时还直播带货，人称“菠

萝姐”。

“ 种 得 好 才 卖 得 好 ！ 像 这 种 本 地

‘巴厘’，九分甜、一分酸，越吃越喜欢。”

她端出一盘黄澄澄的菠萝片说，农民观

念在变，懂得“放心果”才是“致富果”，

重 视 品 种 研 发 、精 细 种 植 、病 虫 害 防

治。她牵头建起曲界菠萝交易市场，收

获旺季日均交易量达 3500 吨，占全县菠

萝交易量一半。

徐闻菠萝成功“突围”，极大提振了

广东发展数字农业的信心。去年 1 月，

广 东 颁 布“12221”升 级 版 ，要 求 加 快 数

字 技 术 、现 代 科 技 与 农 业 发 展 深 度 融

合，搭建农业产业生产、加工、物流、市

场、销售、监管等全链服务平台，帮助各

地优势农产品数字化、市场化、现代化、

品 牌 化 ，构 建“ 线 上 + 线 下 ”“ 国 内 + 国

际”市场新格局。

大数据，大市场，大发展。“以岭南佳

果产业为突破，从传统农业转向数字农

业，小切口带动大发展，精而美变为大而

强。”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顾幸伟说，

全省正努力做强广东荔枝、梅州柚子、阳

西生蚝、惠来鲍鱼、澄海狮头鹅、英德红

茶等“粤字号”名优农产品，为乡村振兴

注入后劲，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推动产购销协同发力，促进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转型

徐闻菠萝这样火起来
本报记者 陈伟光 刘泰山 洪秋婷

核心阅读

前几年，由于信息不
对称，广东徐闻县种植的
菠萝“屡丰产屡滞销”。
为解决这一难题，当地推
动产购销一体发力，通过
建立大数据库、拓展产销
市场等方式助力菠萝销
售，实现了成功“突围”。

以此为突破，去年以
来，广东进一步加快数字
技术、现代科技与农业发
展深度融合，促进传统农
业向数字农业转型，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

■经济聚焦R

快递业务量的
迅猛增长，展现了
消费市场的蓬勃活
力。我们期待着快
递 业 成 为 促 进 消
费、畅通经济循环
的重要生力军，进
一步助力完整内需
体系的培育

本报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者陆

娅楠）2020 年，尽管受到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和严峻复

杂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新产业、新

业态、新商业模式仍继续保持增长。

经核算，去年我国“三新”经济

增加值为 1692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未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下 同），比

同 期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现 价 增

速 高 1.5 个 百 分 点 ；相 当 于 GDP 的

比 重 为 17.08% ，比 上 年 提 高 0.7 个

百分点。

去年“三新”经济增加值增长4.5%
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7.08%

本报海口 7月 7日电 （记者曹文轩）记者日前从海口海关

获悉：自去年 7 月 1 日离岛免税新政策实施至今年 6 月 30 日，海

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468 亿元、同比增长 226%，件数 6072
万件、同比增长 211%，购物旅客 6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2%。

在全球旅游消费行业整体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背景下，得益于

国内疫情防控成效和离岛免税新政策利好刺激等，一年来，海

南离岛免税购物消费实现逆势猛增，吸引境外消费回流作用更

加明显。

去年 6 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7 月 1
日离岛免税政策进行调整，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 3 万元

提高至 10 万元，取消单件商品 8000 元免税限额规定及大部分

品类单次购买数量限制，免税商品种类由 38 类增至 45 类。

新政策实施一年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额达468亿元
本报重庆 7月 7日电 （记者崔佳）重庆市市场监管局

日前出台《重庆市网络社区团购合规经营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对网络社区团购从准入、经营到退出全过程进行

了规范，其中包含建立赔偿先付制度、禁止大数据“杀熟”，

以及对自提点贮存条件的规定等具体内容，《指南》将于 8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网络社区团购在

重庆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平台主体责任不明确、商品基

本信息不全、发布误导消费者信息、自提点不具备商品贮存

条件等问题，亟须进行规范以制止无序竞争和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行为。《指南》共六章三十五条，其中的具体内容回应

了许多消费者关切的问题。

重庆出台社区团购合规经营指南
将建立赔偿先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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