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国 家 邮 政 局 统 计 ，2020 年 ，快 递 乡

镇网点覆盖率达 98%，快递下乡正在加速

推进，成为常态。不过，有读者来信反映，

快递到乡镇很顺畅，再往村里送却遇到了

阻碍。受限于缺少快递员、村里没有快递

站点等原因，快递包裹常常在乡镇止步，快

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亟待打通。

村里没有快递站点，
留守老人小孩取件难

网购早已成为城乡居民的日常

生活。河南西华县读者彭世繁在来

信中说，西华县城有 10 余家快递公

司，各个快递站点遍布县城大街小

巷，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员就可以来

到家门口送取快递，“可是快递只

能送到乡镇，却进不了村。我们周

边 20 多个村组，只有一两个村设有

快递点，很多快递包裹需要村民自

己到乡镇取，取一次包裹非常麻烦”。

福 建 宁 德 市 读 者 伍 先 生 在 来 信

中说，自己常年在外务工，有时会网购

一些生活用品给留守家中的老人和小

孩，但村里没有收发快递的服务站，“从我

们村到镇上还有一段距离，老人和小孩为

了取包裹来回需要走 1 个多小时的路，非

常辛苦”。

辽宁庄河市读者鞠女士也提到，由于

村中没有快递站点，给家里老人买的东西

经常无法及时送达，“老人腿脚不便，也不

懂 取 件 码 这 些 东 西 ，取 快 递 存 在 较 大 困

难，请邻居代为取件也不是长久之计。而

且 ，遇 到 农 忙 时 节 ，村 民 根 本 抽 不 出 时 间

去 镇 上 取 包 裹 。 镇 上 快 递 代 收 点 的 物 流

量很大，包裹若长期存放，很容易丢失”。

除快递点无法覆盖农村外，农村快递业

的发展水平也相对落后，从业人员服务、包

裹运输规范等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到了

春节等购物需求旺盛时期，这些问题更加突

出。甘肃陇南市读者杨先生提到，从镇上到

村里的物流，由于缺乏统一管理，经常把包

裹和农药化肥等货物一同装车，包裹被压坏

摔坏甚至丢失都是常有的事。

快递运营入不敷出，
导致“二次收费”现象普
遍存在

为了解决快递进村的需求，一些村里出

现了代收点，替村民把包裹从乡镇取回来，

但需要村民支付一定费用。目前，“二次收

费”情况在农村快递站点普遍存在。

甘肃康县读者李女士反映：“我们村离

镇上有 40 多公里，快递送不过来，大家只能

去镇上取包裹。有些经常往返村镇之间的

司机会帮忙取快递，但每件要收取 5 至 10 元

的费用。还有些司机取了包裹后寄存在村

里的小商店，小商店还要收一笔保管费。这

样层层加价下来，有时一件快递的物流费用

比买东西花的钱都多。”

湖南平江县读者吴敏书在来信中提到，

近两年随着包裹数量增加，村里也建起了代

收点，但普遍需要付费。一次，他得知快递

已送到镇上，便赶到快递站取，没想到工作

人员却告知他必须到村代收点付费收取。

“我都到快递站了，还要我到村里才能取包

裹，他们就是为了赚这笔费用，这不是强制

收费吗？”吴敏书说。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教 授 徐

志 刚 表 示 ，农 村 村 民 居 住 分 散 、物 流 成 本

高 是 导 致 快 递“ 二 次 收 费 ”的 主 要 原 因 。

此 外 ，农 村 居 民 消 费 模 式 相 对 滞 后 ，电 商

购物需求少，而且物流主要是送货单向物

流，缺乏收件物流，农村物流量较小，快递

公司很难盈利甚至亏本经营。

一 家 快 递 公 司 的 业 务 经 理 向 记 者 表

示，他所在的乡镇快递站连公司规定发件

率的 20%都无法完成，加之派件收费较低，

送件入村很不划算，所以只要是寄往农村

的快递，都是通知收件人自行来取。“其实，

这里农村出产葡萄、蔬菜等优质农产品，但

多数农民还不善于使用快递外销外运农产

品 。 如 果 村 民 能 够 用 快 递 物 流 运 输 农 产

品，对于村民和快递企业将是双赢。”这位

业务经理说。

快 递 进 不 来 、农 产 品 出 不 去 ，物 流 成

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梗阻。有读者提到，村

里曾经与客运班车开展合作运输农产品，

由于班车班次有限，农产品往往不能及时

发出，新鲜农产品面临变质的风险，“如果

能够与快递企业合作，这些难题都很容易

解决”。

客货邮融合发展，电
子商务进农村，合力打通
“最后一公里”

农村寄递物流是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

品下乡进村的重要渠道之一，对满足农民群

众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

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农村寄递

物流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快递“下乡”

“进村”加快推进。

2021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

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开放惠民、集约共

享、安全高效、双向畅通的农村寄递物流体

系，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农产品运

得出、消费品进得去，农村寄递物流供给能

力和服务质量显著提高，便民惠民寄递服务

基本覆盖。

国家邮政局 2020 年出台《快递进村三

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将农村物流

体系建设纳入战略部署重点，鼓励以邮快

合作、快快合作、驻村设点、交快合作、快

商合作及其他合作等多种方式推进。

为解决快递进村难题，许多地方都

开展了探索和尝试。有的地方依托客

运班线、邮政直达、快递网点等多重渠

道，融合客运、邮政、快递多种方式，实

现优势共享，探索农村运输服务发展

新模式。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谢德

体 表 示 ，农 村 物 流 难 题 正 在 逐 渐 得 到

解决，比如利用村集体服务中心、小卖

店等长期经营店铺，可以很好地解决快

递寄取问题；利用公交客运系统，或物流

公司和邮政专线进行合作，可以发挥已有

优势，降低投递成本，促进农村客货邮深度

融合发展，“农产品流通需要的基础设施，

如道路、冷链装置、仓库、批发市场，也可以

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规划”。

有读者来信呼吁广泛宣传和推动“快

递 进 村 ”，让 更 多 农 民 群 众 了 解 和 使 用 快

递。只有货件货源多起来，快递业务才能

在广大农村活跃起来。徐志刚建议加快推

进农村寄递物流建设，应该“两条腿走路”：

一是整合县乡村物流线路，形成县域内的

专业物流公司，承接其他物流公司到县城

以后的物资派送，这样便能利用规模经济

降低单位产品物流成本；二是推动农村电

子商务进一步发展，运用电商平台打通农

产品销售渠道，通过农村的双向物流，扩大

市场容量，进一步推动快递下沉农村。

四川仪陇县华江农村社区处于山地丘

陵之中，离中心乡镇距离较远。当地驻村干

部表示，农村物流发展受到地理、交通上的

客观限制，但可以通过整合物流、发展农村

电商等举措，让下行消费和上行销售共同驱

动农村物流发展。

2020 年以来，华江农村社区充分发挥

电商平台优势，在传统集市上卖不出去的

农产品，反而找到了合适的销售渠道，销往

全国各地。村中建立起电商服务站，村民

们把自己的农产品定点送往服务站，由服

务站统一收取发往乡镇的集散中心。服务

站建在村中的一个小卖店，小卖店对当地

情况很了解，同时人流也可以为小卖店带

来人气，降低了小卖店的服务成本。这一

运营渠道，加快了村与乡镇的物品流转速

度，让快递进一步下沉入村，农村物流与电

子商务协同发展效应显著。农产品上行的

需要成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的关

键点。

（严艾雯参与采写）

合力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向子丰

■金台视线R

网 购 越 来 越 普 遍 ，许 多 人 对 网 购 行

为进行过评价。不过，有些消费者收到网

购商品后，发现有质量差、不符合预期等

问题，如果在网购平台打了差评，可能会

惹来许多麻烦。

宁夏银川市张先生最近在网上买了

一双运动鞋，收到鞋子后觉得跟商家此前

的宣传相差太大，鞋子品质也存在问题，

与商家沟通数次无果，张先生打了差评。

没想到，商家对他进行了“电话轰炸”。一

天能打十几通电话，拉黑一个号又换一个

号，一接就是要求张先生删掉差评改成好

评。“难道东西不好，我还不能打差评了？”

张先生对商家的这种做法很是气愤。

随着网购的流行，消费者评价成为衡

量商品服务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商

家对消费者给的差评尤为在意。但有些商

家不反思自家商品质量、服务态度存在的

问题，反而采取纠缠骚扰消费者的做法，甚

至还威胁恐吓消费者。这一现象近年来逐

渐增多，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

浙江宁波市李女士在电商平台上买

了一件衣服，收到货后因为质量不好打了

差评。结果卖家屡次要求李女士删除差

评，李女士认为情况属实没有同意，没想

到商家自此每天打电话骚扰，还屡次发来

辱骂短信，并威胁如果不删除，就将李女

士的姓名、年龄、住址等个人信息公布到

网络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受到商家骚扰

时，多数消费者认为维权时间长、成本高，

“为了一点小事不值得”，而采取息事宁人

的态度，自认倒霉。

“事实上，商家的骚扰行为已经侵犯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此时最好的做法

就是保存证据，向警方报案，用法律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丹妮说，侵权行为一旦发生，消费

者应该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而维权指向

既可以是电商平台，也可以是具体商家。

四川成都市贾女士在遇到电话骚扰

后，马上将截图等证据发给电商平台。“我

向平台投诉后不久，平台就对商家进行了

罚款，还限制了商家的信用等级。最后经

过协商，商家不仅给我退了货，还对我进行

了一定补偿。”贾女士说。

此外，消费者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

投诉。“我们接到消费者投诉后会开展调

查，一经核实，我们将依法对商家行政处

罚，情节严重的还会取消经营资格。”宁夏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投诉科科长

张丽说。

骚扰发生后消费者有多种途径维权

投诉，但类似事情应该如何预防呢？在网

购行为中，商家掌握了消费者电话、住址、

姓名等个人信息，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督规

范制度，这些信息很容易被商家所利用。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门金玲建议，一方面要保护好消费者，电

商平台在制定规则时应该对消费者的信

息进行保护，不能让消费者打出差评时受

到恶意骚扰；另一方面，平台也应该健全

完善评价原则，制定评价依据、细化评价

标 准 ，让 消 费 者 的 每 一 次 评 价 都 有 理 有

据、公平公正。

“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信誉评价制度的

完善上来，既要维护消费者对商品质量和

服务进行真实评价的权利，也要完善恶意

差评的尺度规范。例如，可以增加消费者

在给差评前需与经营者进行协商退换货等

前置要件。”门金玲认为，平台作为消费者

和商家的中间方，应该主动承担沟通协调

的责任，营造网络购物公道和谐有序的良

好环境。

目前，一些电商平台已经做了一些尝

试，在“申请投诉”页面上明确列出“骚扰他

人”等项目，并且详细标注凭证示例等，方

便消费者投诉。“监管部门和电商平台应当

共同发力，充分维护消费者自由评价的权

利。”门金玲说。

网购物品不好，还不能给差评了？

本报记者 秦瑞杰

■身边事R

不少家庭每年都会淘汰一些旧衣物，但如何处理这些旧衣物

却成了难题。有的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造成资源浪费；有的想捐赠

出去，却找不到捐赠途径；还有的想回收，但是没有回收途径，相应

的回收制度和措施也没有跟上。

旧衣处理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共性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完

善旧衣回收制度和措施，比如在居民区开设旧衣回收站，在商场周

边设立捐赠点，或者在电商平台推广回收功能等。同时也要注意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注意做好旧衣服回收、处理、再利用的全过程

监管，把旧衣回收这件好事做好做实。

辽宁沈阳市 魏昶昊

增加旧衣物回收途径

读者来信版欢迎广大读者提供关于城市内涝问题的

线索及意见、建议。

信箱：rmrbdzlx@126.com
传真：（010）65368495

预 告

眼下网购发展迅速，但一些快递企业贴在包裹上的快递面单

忽视了个人信息保护，不仅完整填写了收货人的真实姓名，手机号

也没有隐去，导致个人信息被泄露。

建议快递企业推广使用隐私面单，用户下单时，可在网站界面

或手机页面醒目位置提示选择隐私面单。此前个别企业推出过该

功能，但实际上没有大范围使用。一是下单时该功能比较隐蔽，用

户知晓率不高；二是快递员增加了一定工作量，因此不太积极。

快递企业在完善隐私面单功能的同时，可将用户手机号做屏

蔽或虚拟处理。除了采取技术手段保护用户信息外，快递企业也

要重视内部信息安全管理，逐步完善信息安全体系化建设，加强对

从业人员监督管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涉及泄露、贩卖

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

内蒙古通辽市 马涤明

有效推广快递隐私面单

■建议R

笔者经过黑龙江牡丹江市人民公园时发现，始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水榭观景台已经废弃了近一年，处于没有防护的状态（见下

图）。若游人出于好奇前往观看，稍不留神就会造成意外。

有市民表示，此处若要修复，应张贴公告，设立安全防护栏，以

防游人出入；如果打算拆除，就应尽快动工，不要让它成为安全隐

患。无论是修是拆，都应该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避免出现意外。

黑龙江牡丹江市 直 言

废弃景观应做好安全防护

■百姓关注R

来源：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

制图：张丹峰

近日，家人从网上购买了一个护眼灯，灯具直径 2 厘米、长 50
厘米。快件寄到后，我惊讶地发现小小的灯具竟使用了长 50 厘

米、高 25 厘米的大纸箱包装（见下图）。

这些超出物品本身体积许多的快递包装，不仅增加了运输成

本，若处理不当，还会污染环境。请给快递包装“消肿”，让其更节

约环保。

辽宁大连市 刘海涛

请给快递包装“消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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