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7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

完成 583.3 亿件，其中农村地区超 200 亿件，

这是中国快递业最近交出的成绩单。

更可喜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纪录——

快递业务量突破 500 亿件用时仅为 185 天。

而 实 现 这 个 数 据 在 2020 年 是 200 多 天 ，在

2018 年是 360 天。

“上半年农村快递业务量增速比城市高

10 个百分点以上，农村地区已成为行业发展

新的增长极。”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

务研究三部副主任王岳含说。

农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快递来咯！”听到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

来，安徽宿松的王大爷赶忙放下手中的簸

箕，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原来是在外打工

的儿子为自己网购了菜种子和电动除草机，

“这下不用大老远去镇上买了。”王大爷乐呵

呵地说。

“快递进村一公里，老人就能少走一公

里 。”宿 松 县 中 通 快 递 网 点 负 责 人 张 飞 回

忆 ，10 年 前 ，当 地 的 快 递 站 点 只 到 乡 镇 一

级，老年人得换乘不同交通工具到镇上取

寄，“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我们一天能跑

好几个村。”

今年以来，“快递进村”工程持续推进。

截至目前，主要快递品牌在 98%的乡镇实现

了网点覆盖。

“快递寄递网络从‘下乡’向‘进村’迈

进，有效提升了农村地区快递服务水平，带

动消费下沉，让农村地区消费者更好地享受

网购服务。”王岳含说。

下沉的快递网络，在激活农村地区消费

潜力的同时，也为快递业赢得了新的发展机

遇。王岳含分析，今年以来，快递市场规模

不断扩大，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消费市场加快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作为线上消费最主要

的交付渠道，电商蓬勃发展成为快递业务增

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及

农村等市场的潜力得到激发，也使快递业获

得规模扩大的机会。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7 月，农村地

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量超过 200 亿件，带动

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近万亿元。

“小伙子再等一下啊！”收完包裹，王大

爷转身拿来一大袋咸鱼腊肉，“今天寄这些

吧，还是上回那个地址。”

城乡间这样独特的沟通方式让张飞很

有感触。子女在外，这一个个沉甸甸的包裹

装的是家乡老人们浓浓的爱。进村后的快

递，就像一座桥梁，既拉近乡村与外界的距

离，也传递了村内外亲人们的思念。

农产品寄递更加便捷

“铜川大樱桃个大、色鲜、口感好！”在陕

西铜川的樱桃种植园里，农户正通过直播平

台推荐大樱桃。不远处，邮政、顺丰的快递

员已在等待，随时准备发货。

“我 们 通 过 鼓 励 邮 政 快 递 企 业 下 乡 进

村，提供上门服务，开展产销对接，使铜川大

樱桃实现树上现摘、产地直发。”铜川市邮政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不少果农表示，如今快递的速度越来越

快，坏果率越来越低，“我们现在都特别愿意

通过邮寄的方式销售大樱桃。”

据悉，在今年的铜川大樱桃销售季，铜

川邮政分公司投入 100 多人、30 多辆车，设

立收寄点 30 余处；顺丰组织 240 余人、9 辆

专车，设立收寄点 170 多个。截至目前，铜

川市邮政快递渠道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达

3100 万元，带动就业 185 人，有力帮助果农

实现增收。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说，“快递进村”

的关键，是既要让消费品进得去，更要让农

产品出得来。

作为生鲜产品，农产品对时效、运输条件

等要求较高。经过多年探索，目前，快递企业

普遍通过加大驻点揽收力度，提高高峰期产

地直发比例，合理统筹冷链车辆、无人机、货

机、高铁等运力资源，创新“直播—打包—发

货”一体化操作等，打造自身的生鲜服务方

案，确保农产品卖得出、供得上、运得好。

“今年以来，快递业充分发挥渠道优势、

网络优势、产业优势，精准嵌入现代农业产

业链，有效衔接农户与市场，促进农产品供

需两旺。”王岳含说。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

前 7 月，全国共形成业务量超百万件的快递

服务现代农业“一地一品”项目 249 个，已接

近去年全年水平，其中业务量超千万件的金

牌项目有 45 个。

王岳含预计，接下来，随着四川和云南

的松茸、青海的樱桃等农产品陆续上市，农

产品寄递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建设加快

当前，“快递进村”效果已显现，不过农

村寄递物流体系仍存在末端服务能力不足、

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我国已形成多种推进‘快递进村’的方

式，接下来，国家邮政局将坚持因地制宜，实

行分类推进。”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

金京华说，在东中部较发达地区，将着重调

动企业积极性，推广抱团进村、直接设点等

模式；在西部、东中部欠发达地区，则注重发

挥邮政、交通运输企业的网络优势，着重解

决“最后一公里”“通不通”的问题。

快递搭上了公交车！福建厦门同安区

莲花镇军营村位于厦门第二高峰状元尖，从

状元尖山脚出发进村，要拐 100 多道弯。长

期以来，由于山高路远，经营成本高，收入

少，村里一直没有快递网点。

2020 年 7 月，厦门首条山区“公交快递”

606 路，为快递包裹开辟了“专座”，解决了

“快递进村”难题。“最开始，公交车每天只运

三四件快递，现在每天有 20 多件。”606 路公

交车驾驶员刘怡良说，现如今，中通、韵达、

极兔等快递企业都来了，“公交快递”越来越

热闹。

金京华介绍，国家邮政局鼓励快递企业

通过合作，利用农村客运班车代运邮件、快

件，实现“快递进村”。在有条件的县域客运

站、货运站，还鼓励快递企业合作建设县级

寄递物流公共配送中心，提高运营的衔接效

率和服务水平。“此外，农村地区还有供销、

商贸流通等网络资源，我们也鼓励快递企业

开展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金京华说。

邮快合作也是国家邮政局着力推广的

方式之一。所谓邮快合作，即利用邮政完整

的县、乡、村三级网络，做好农村下乡进村快

件的承接。据介绍，国家邮政局已经在黑龙

江、四川、西藏、甘肃和青海开展了试点，下

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发布《关于加快农村

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县、

乡、村寄递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寄递物流基

础设施短板，推动农村地区流通体系建设。

陈凯表示，农村寄递物流是消费品下乡的重

要渠道之一，对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释

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

义。国家邮政局将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

程，力争到 2022 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

实现“村村通快递”。

前7月，农村地区业务量超200亿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近万亿元

快递进村 畅通城乡双向循环
本报记者 李心萍

核心阅读

今 年 以 来 ，“ 快 递 进
村”工程继续推进，带动效
果持续显现。不断延伸的
快递网络，进一步满足了
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
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被
激活，成为快递行业发展
新的增长极。同时，“快递
进村”也有效衔接起农户
与市场，促进了农产品供
需两旺，对推动乡村振兴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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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规范新能源汽车检测收费
禁止混合标价或捆绑销售

本报北京 8月 30日电 （记者林丽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日前发布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检测收费的公告，明确规范新能

源汽车检测收费，维护机动车检测服务市场秩序，减轻群众负担。

公告明确各机动车检测机构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有关规

定，规范价格收费行为。对于可分解为多个项目和标准的服

务，应当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和标准，禁止混合标价或者捆绑

销售。对机动车检测不区分环保检测、安全检测等具体服务

项目，采取打包收费、“一口价”等收费形式的，属于捆绑销售，

违反明码标价相关规定。

公告强调，各机动车检测机构要根据新能源汽车结构特

点，设立真实合理的检测收费项目，列明服务内容，做到明码

标价、诚信经营，不得就未真实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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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两地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聚焦大数据协同发展

本报重庆 8月 30日电 （记者刘新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大数据协同发展工作会议日前在重庆召开，川渝两地签署了《深

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数据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等“1+9”

项大数据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据介绍，两地大数据发展系统已推动多项合作落地：签订大

数据智能化方面协议 78项，引导政企学研 300余家单位共同助力

两地大数据协同发展；144个部门单位的 5460类政务数据实现共

享，“川渝通办”平均每天办件 1.5万件，实现了川渝异地门诊医疗

联动结算、公积金互认互贷等典型应用；两地获批共同建设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部署 5G基站超 9万个。

湖北推出11条促消费措施
对乘用车以旧换新给予补贴

本报武汉 8月 30日电 （记者田豆豆）湖北 30 日发布《关于

提振重点消费促进消费增长的若干措施》，将从支持汽车消费、

零售餐饮消费、以展助销、强化考核激励等 7 个方面，采取 11 条

措施促进消费增长。

据了解，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湖北将开展乘用车以旧换新

活动和新能源汽车推广活动，消费者转让旧乘用车购买新车将

获得一定金额的补贴。为助力湖北特色产品走向全国，湖北还

在重点城市核心商圈的大型连锁商超设立“荆楚优品”销售专

区，开展“荆楚粮油”等荆楚消费月促销活动。对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等小规模纳税人落实减税政策，加强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