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叮咚”，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木林县

艾玛乡拉布村村民旺布的手机又收到了新消

息，原来是有人询问网购土豆：“多少钱？”“走

什么快递？”等旺布回答完问题，客人又问：

“能不能拍点商品的视频？”旺布马上跑到仓

库，对着土豆拍了起来。

“没问题，给我来 1 箱。”经过简短交流，

11 月 20 日上午，客人下单。随后，旺布打电

话给快递员：“咱这有一单送出去的快递，啥

时候能来收？”

别看这里是偏僻的高原一角，可对于旺

布来说，上面的流程他已轻车熟路。随着这

几年南木林县 4G 网络的覆盖，淘宝、微信、抖

音等应用逐渐安装进村民的手机，思维活跃

的人开始琢磨，如何利用互联网把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艾玛土豆卖得更多、更远——相比

此前，网络传播力更强，沟通更方便，也让销

售变得更容易。

在合作社从事土豆加工和销售工作的

旺布，经常在各种网络平台给艾玛土豆“打

广 告 ”，他 也 不 停 在 琢 磨 怎 么 取 得 最 好 的

效果。

“一条微信语音、一个朋友圈留言都有

机会做成一笔生意。”旺布说，如今，艾玛乡

一年的土豆产量超过 1 亿斤，销售额也超过

1 亿 元 ，土 豆 成 了 艾 玛 乡 群 众 致 富 的 重 要

产业。

一件快递之旅①接单
地点：日喀则
时间：11月 20日上午

11 月 20 日中午，开着小车，中通快递日喀则

公司的快递员尼玛扎西风风火火地进了院子。

“是要寄土豆吗？”尼玛扎西一进门就问，得

到肯定答复之后，他掏出箱子、胶带等打包工

具，开始认真打包。

入箱、胶封、称重、打印面单……这样的流程，

尼玛扎西每天都要重复许多次。“成了，别忘了付

款。”抱起包裹，他一边向车子走去，一边叮嘱旺布。

经过村路、乡路，尼玛扎西把这件快递送到

网点，很快，这件快递将与其他快递集中经拉萨

运往西安中转。

尼玛扎西出生在珠峰脚下的定日县，曾经

日喀则市区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小

时候，从家里到日喀则市，足足要走一天一夜。”

尼玛扎西说。

如今，从市区到尼玛扎西的家乡，行程缩减

到 4 个多小时。对快递经营者来说，这意味着

当天就可以往返市区。

小时候，尼玛扎西总兴奋地盼着外面来个

人，能带来大城市的物件。现在，定日县的人们

早已习惯了从网上购买大城市的东西。

交通便利支撑了快递迅速增长，仅仅这两

年，中通快递到定日县的包裹数量就增长了 4倍。

一件快递之旅②揽收
地点：日喀则
时间：11月 20日中午

11 月 23 日晚上，一辆高运力牵引车载着

艾玛土豆顺利到达中通在西安的转运中心。

倒车、入库……3 个小时后，中转快递奔赴下一

站——杭州。

经过 20 多小时运输，25 日凌晨，这箱土豆

送到了浙江杭州中通转运中心分拣车间。一

件件包裹在传送带上急速“飞驰”，每到标有不

同地名的区域，传送带上的运送小车就会准确

地将包裹投到下方的揽件区域。

“现在方便多了，以前我们要盯紧每件包裹

上的代码，尽可能快地进行人工分拣，这种分拣

方式，不仅效率较低，也容易出错。如今智能分

拣设备会根据快递包裹上的代码按区划分自动

分拣，我们只需将分拣完的快递装袋即可。”操

作员马社敏说话间，这件艾玛土豆“嗖”的一声

便从传送带上被运至相应揽件区域。

杭州中通转运中心自动化操作部操作组

长刘明周说，通过自动化分拣设备，不仅比以

往减少 70%的人力操作，也降低了人工识别带

来的误差，分拣准确率可达 99.99%。

随着分拣工作告一段落，一辆辆配送车排

起长龙，依次驶出转运中心，它们将驶向遍布

杭州各地的 100 余个网点。艾玛土豆也将驶

向它的目的地——桐庐县芦茨村。

一件快递之旅③运输
地点：西安、杭州
时间：11月 23日晚至25日凌晨

38 天，100 亿件；83 天，200 亿件；半年，约

500 亿件；12 月 8 日，1000 亿件……今年，我国

快递业一路“高歌猛进”，跨过一个又一个百亿

件台阶，并最终跨上千亿件大台阶。

这是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支撑起的“1000
亿”。一箱小土豆，从日喀则到杭州，跨越了雪

山、峡谷、湖泊。4000 多公里的包裹旅程背后，

是我国日益完善的公路基础设施。全球里程

第一的高速路网、438 万多公里的农村公路表

明，路通、车通，则发展畅通。

这是便捷高效的信息网支撑起的“1000
亿”。全国行政村 4G 信号覆盖比例超 98%，584
万个 4G 基站激活了 8.12亿网络购物用户，2021
年前 10月，全国网络零售额超过 10万亿元。

这是强大的数据算力支撑起的“1000 亿”。

在中通快递的网络里，每天涌入 6300 万个包裹

信息。3.3万处网点、1.05万辆车辆、3600余条分

拣线、96个分拨中心须高效协同、分工合作。每

一条指令、每一个数据都不能有延迟。

这是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支撑起的“1000
亿”。电子面单、AI自动化分拣系统、高速智能

安检机……党的十八大以来，快递业用科技赋

能，实现从“体力快递”到“设备快递”的华丽转

身，让“爆仓”不再常有，让快速送达成为常态。

一件快递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交通

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快递基础设施和算

力基础设施的强大支撑，为高质量发展写下最

鲜活的注脚。

为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注脚
李心萍

11 月 25 日，杭州桐庐县芦茨村严陵坞的

民宿老板王素园终于收到了艾玛土豆，而收

件方式更是便捷了许多——只要到芦茨村的

“快递驿站”去拿就行了。

“之前去西藏旅游，对特产艾玛土豆印象

深刻，所以，想网购一些再尝尝！”捧着包裹，

王素园很开心。

芦茨村位置相对偏远，在大山里边，快递

进村不容易。得益于浙江省的快递进村工

作，去年 11 月，位于芦茨村的“快递驿站”正

式开张，村民们再也不用赶到镇上的网点收

发快递了。

“在几年前，我得在镇上专门找个店铺

帮忙代收快递，去一趟至少 1 个小时，挺累

人，有驿站以后，我 20 分钟就能到驿站。”王

素园说。

驿站管理员洪雅介绍：“有了驿站以后，

即便身处最远自然村的村民，40 分钟内也能

取到快递。现在，驿站每天要收发大约 80 件

快递。”

自 2020 年 3 月浙江启动快递进村工作以

来，桐庐先后在全县 181 个行政村设立了“快

递驿站”。

一件快递之旅④到货
地点：杭州
时间：11月 25日

叮！下单成功。

当西藏南木林县那边摁下发货确认键的

瞬间，在中通上海总部的大数据中心，编码尾

号为 9954 的订单正式生成。

派哪位快递员去取件，发哪班车，发什么

类型的货车，走哪条运输路线，会途经哪几个

分拨中心……大数据中心系统高速运转，调

取大量数据计算，为订单安排出最优路线。

几秒钟后，大数据中心把结果推送到各

个系统。揽件员：尼玛扎西；运输路线：日喀

则—拉萨—西安—杭州；预计 11 月 23 日 23
时到达西安转运中心，预计 11 月 25 日 1 时到

达杭州转运中心。

结果一出，全网迅速响应。日喀则网点，

快递员即刻出发；分拨中心，根据业务量合理

排班；车队，车辆与司机都整装待发。

与此同时，每一分钟，全国有 4.3 万件包

裹涌入中通网络。每一件包裹，都由智能算

法排出最优路线。

“随着包裹的流转，数字孪生系统会同时

模拟所有分拨中心、车辆、航班的运输情况。”

中通快递路由智能部总监宋秉政介绍，当原定

运输计划受到干扰，数字孪生系统能迅速模拟

出新的分拣、备车方案，以保证快递时效。

以往，快递公司的全国运输线路是固定

的，各公司只能根据线路货量情况被动进行人

工调整。近年来，各大快递公司纷纷利用人工

智能算法动态调度，从而提高效率，保证时效。

一件快递之旅⑤调配
地点：上海
时间：贯穿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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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物流车辆行驶在西藏南木林县

艾玛大桥上。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图②：中通快递西安转运中心。

宋朝宏摄（影像中国）

图③：从雪域高原日喀则送到地处平

原的杭州，艾玛土豆的快递路线示意图。

陈志浩制图（星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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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

突破 1000 亿件。

如今，网络购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快递带来的

方便。那么，快递是如何做到的呢？

为此，本版推出“从一件快递感受经

济脉动”策划，我们选取一件从西向东行

程 4000 多公里的快递进行全程报道。

这一则“快递故事”的背后，是无所不在

的信息网，是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是高效

运行的物流网，是智能精准的算力支撑，

更是一个物畅其流的中国。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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