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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家乡，最想念的味道是什么？在云

南昆明上大学的李幸英说，那还得是家里腌

的土腊肉。

李幸英的家在高黎贡山深处。这个叫赤

耐乃村前村一组的小村庄，是云南省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称杆乡下辖的一个抵边自

然村，山高路险，紧挨边境。

五年前，李幸英到州里上高中。为了让

女儿尝到家乡的味道，李幸英的父母每隔个

把月就要带上自家腌制的腊肉、酸木瓜，骑摩

托车穿越 26 公里山路，到乡邮政所寄包裹，一

趟至少 1 小时。

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像前村一组这

样的抵边自然村共有 2207 个，占全国的 64%，

村落分散，且绝大多数位于边远山区，交通闭

塞。过去，这里的村民要想收寄快件，都得像

李幸英家一样，跑到通邮的建制村或乡镇邮

政所。

2022 年 3 月，云南省开展抵边自然村邮

政服务覆盖数据全面核查，结果显示，当时云

南共有待通邮抵边自然村 2148 个，占全国的

90%；如果把它们距所属乡镇邮政局所的单程

距离加起来，超过 4.1 万公里。

当年 7 月，云南省邮政管理局和中国邮政

云南省分公司联合出台方案，以怒江州泸水

市 48 个村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 264
个 村 为 试 点 单 位 ，推 进 抵 边 自 然 村 通 邮 工

作。前村一组正是第一批试点村之一。

2022 年 10 月，试点村实现全部通邮；同

年 11 月 30 日，云南省 2207 个抵边自然村实现

邮政服务全覆盖。

从 26 公里到家门口就能投递，近几年李

幸英家收寄包裹越来越便利。“现在不光寄特

产更方便，姑娘也常给我们老两口网购衣服

和日用品。从沿海地区发货的包裹，三四天

就能送到手上，再不用下山取了！”李幸英的

妈妈兴奋地说。

邮路绵延，山乡巨变。

忆往昔——
赶骡马，过溜索，翻山

跨河邮路艰辛

“唉咦！我是一个赶马的傈僳人啊！”唱

起年轻时赶马的歌谣，克花益老人的思绪被

拉回到几十年前。

山间铃响马帮来。奔腾咆哮的怒江水切

割出一条狭长的天堑，两岸群峰雄峙，横亘千

里。望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很长一段时间

里 ，骡 马 车 队 是 云 南 山 区 运 输 物 资 的 主 要

方式。

克花益今年 75 岁，早年间曾在怒江的高

山深谷里赶马运货，1970 年正式成为称杆乡

邮电所的邮递员，直到 2005 年退休。

“从前，邮件包裹从丽江运到怒江，要跨

澜沧江，翻碧罗雪山，横渡怒江，再翻越高黎

贡山，至少需要 10 天时间，一路翻山越岭、风

餐 露 宿 ，每 年 都 有 很 多 运 货 马 匹 累 死 在 路

上。”克花益回忆。

上世纪 70 年代的称杆乡邮电所，是建在

怒江西岸半山腰的一处土瓦房，泥巴糊墙，屋

顶漏雨。“为保护邮件包裹和报纸信件，我们

就拿塑料布把包裹挡起来。”克花益说。

邮电所在怒江西岸，东岸的古登乡同样

是克花益的投送区域。以前江面没有桥，若

不想绕几小时山路，怒江之上的条条溜索，就

是最快捷的跨江方式。

从一头溜到另一头，风从耳边呼呼过，怒

江水在脚下奔涌。克花益告诉记者，每次过

江他都把邮包紧紧地捆在腰上，防止峡谷横

风吹跑邮件。

现任称杆乡邮政所所长的桑南才，1987
年就到称杆乡当邮递员了，和克花益共同负

责称杆乡所有村寨的邮件投递业务。

“村村寨寨很分散，没有公路，全靠双脚

把邮件送到。”桑南才回忆，“我俩每人负责一

条线路，每次出发带齐所有邮件报纸，每天要

走 30 到 40 公里山路。晚上就歇在村子里，第

二天睡醒继续去下个村子送件，6 天才能送完

所有件。”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胜利完成和乡村振兴

战略全面推进，如今怒江州已发生可喜变化：

江上 42 对溜索改造成 36 座跨江桥梁，怒江、

澜沧江、独龙江上已建成各类跨江桥梁 140 多

座；怒江美丽公路连通沿线 3 个县市 19 个乡

镇 30 余万群众，州内 272 个建制村全部通了

硬化路。桑南才不用再徒步走山间小路，换

成了摩托车投递。

从 2019 年 开 始 ，称 杆 乡 邮 政 所 将 服 务

延伸到各个建制村，邮递员每周固定 3 班到

村委会投收包裹。以前村一组所在的赤耐

乃 村 为 例 ，收 寄 包 裹 距 离 缩 短 了 19 公 里 。

2021 年，中国邮政云南省分公司新增投递人

员 386 人 ，机 动 车 122 辆 ，投 入 资 金 7724 万

元 ，增 加 投 递 段 道 327 条 ，实 现 建 制 村 百 分

百直接通邮。

变化不只在云南。据统计，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补建了 8440 个乡镇邮政普遍服务

局所，实现了邮政服务局所乡镇全覆盖，全国

55.6 万个建制村直接通邮。

看当下——
增人力，保投送，全通

邮便利百姓生活

清早到达称杆乡邮政所，只见桑南才正

在整理邮箱，里面有三个包裹两份报纸，一会

儿要送到前不久刚通邮的抵边自然村。记者

提出能否坐上摩托车跟他走一趟，桑南才笑

道：“小伙子走嘛，山路陡可要扶好！”

峡谷的山风从耳边掠过，路顺着山势盘

旋向上，“邮政绿”摩托车加足马力，壮美的怒

江大峡谷渐渐到了脚下。行至半山腰，桑南

才停下车，领着记者往山梁上的一条小道走。

路陡土滑，一侧是陡峭山崖，一侧是深不

见底的峡谷。“以前大路没修通时，我们投递

就走这种羊肠小道。”桑南才告诉记者，怒江

的雨季时常伴随泥石流、塌方，那时候摩托车

走不了大路，他和同事们还得扛起包裹重走

这条山梁小道。

站在崖边，眺望山下，茫茫天地间，分布

着几个倚山而建的小村子。“抵边自然村通

邮，交通是第一难。”桑南才感慨。去年泸水

市被确定为通邮试点后，称杆乡共有 13 个抵

边自然村被纳入其中，大多分散在高山之上，

村与村之间隔山架岭，有时明明就在山对面，

却得绕上半天路。

重新上路行车，摩托车在山路上颠簸了

约 1 个 小 时 ，终 于 到 达 目 的 地 —— 前 村 一

组。“我们这一路啊，到赤耐乃村村委会是 19
公里，再骑 7 公里，就到前村一组了。”桑南

才说。

距离为何算得如此准确？“抵边自然村通

邮，意味着投递距离变长，覆盖面积更大。只

有把里程算清楚，才能准确算出需要增加多

少人力投入。”桑南才告诉记者。

“从去年 8 月开始，我和公司运管人员几

乎把泸水市所有乡镇跑了个遍，和当地邮递

员一起实地勘察抵边自然村的线路、运营里

程，记录道路情况。”中国邮政怒江州分公司

副总经理仰国栋说，“拿称杆乡来说，增设 13
个抵边自然村投递点后，多出 200 公里里程，

我们需要新招 4 个邮递员，才能保证每周 3 班

的投送频率。”

在前村一组，桑南才把包裹送到服务点

后 ，打 电 话 通 知 村 民 小 组 组 长 七 生 益 来 收

件。“一个抵边自然村邮政服务点，就能辐射

周边几个村民小组。为节约时间，我们在每

个村民小组都找了邮件转接负责人，每人每

月补贴 400 到 500 元，由他们上门发放包裹。”

桑南才说。

随着一项项工作推进到位，2022 年 10 月

1 日，泸水市 48 个抵边自然村全部通邮；11
月，怒江州 356 个抵边自然村陆续完成邮政服

务覆盖。11 月 30 日，随着普洱市西盟佤族自

治县 105 个抵边自然村村民小组开展固定频

次投递服务，云南省 2207 个抵边自然村全部

实现邮政服务覆盖。

中 国 邮 政 怒 江 州 分 公 司 运 营 管 理 部 经

理和树才说：“这些抵边自然村的村干部、村

民都非常支持我们工作。有的把村里的活

动室、会议室腾出地方，还有些村民把自家

小卖铺腾出一个货架，专门用来临时存放邮

件包裹。”

自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3 月，中国邮政

云南省分公司在全省抵边自然村共投递包裹

6.7 万 多 件 ，报 纸 5.1 万 多 份 ，揽 收 邮 件 6759
件。这些数字背后，是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和边疆百姓更便捷的生活。

谋长远——
通 5G，开 直 播 ，新 邮

路助农产品“飞”出深山

“家人们快来看，我手里的核桃、草果，都

是我们怒江纯天然的农产品嘞！”38 岁的村民

李方文是前村一组的直播网红，直播间搭在

自家阳台，背景是美丽的大山。不远处，一座

信号塔矗立山坡，流畅的信号让直播没有丝

毫卡顿。

中 国 铁 塔 怒 江 州 分 公 司 泸 水 区 域 经 理

和东昌告诉记者，前村一组的这座信号塔目

前有三家运营商的 4G 信号，移动 5G（700M）

网络升级工程正在施工中，预计 5 月底完成部

署。“截至 2022 年底，怒江的边境线上共建成

78 个通信基站，18 个沿边乡镇 79 个行政村

完 成 4G 网 络 100% 覆 盖 ，5G 网 络 覆 盖 率 达

76%，剩余未覆盖行政村将在今年内完成 5G
网络建设。”和东昌说。

忙完一场直播，李方文告诉记者，除了自

家种的农产品，附近村民也会委托他售卖。

“平均每个星期我要寄 20 个包裹，一年下来得

有千把件。”李方文说，“从去年 10 月开始，邮

政服务通到我们家门口，桑大哥和另一个邮

递员杨小飞每周 3 次定期来收件，我也能把更

多时间放在田间管理和直播运营上。”

“整个称杆乡，不少村民经营着自己的网

店和自媒体账号，通过网络推介大山里丰富

的农产品，通邮后他们更方便了。”杨小飞告

诉记者。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的完善，给乡村发展

打开了新空间。“我们在邮政公司的直播账

号 上 开 展 助 农 直 播 ，专 卖 农 户 的 特 色 农 产

品，每场直播平均有 200 到 300 单的交易量，

所 有 的 收 益 都 会 给 到 农 户 。”仰 国 栋 介 绍 ，

中 国 邮 政 还 通 过“ 邮 乐 购 ”等 自 营 电 商 平

台，把农产品变成农商品，从大山深处走向

全国。

除了销售端有了新渠道，畅通的邮路也

给村民带来不少新鲜消费品。

年 轻 帅 气 的 李 南 新 是 村 里 的 生 态 护 林

员，他告诉记者，自己身上的衣服和鞋子都是

网上买的，便宜又时尚；村民二华妞也说，自

己喜欢在网上买衣服和化妆品。

赤耐乃村村委会副主任唐玉珍最近走访

时发现，通过网购生产用品，村民的农业生产

效率提高不少。

“有村民在网上购买玉米新品种，产量相

较老品种提高不少。”唐玉珍说，“村民们采购

的饲料粉碎机，也顺着邮路直接寄到手中，村

里 200 多户养殖户都用上了新设备。”

李幸英的哥哥李幸福是前村幼儿园的老

师，幼儿园共有 26 个孩子就读。他告诉记者：

“孩子们喜欢做手工，前段时间我网购了美工

用品，拆包裹时孩子们都乐坏了，一起看着网

上视频教程学手工。边境小村虽远，如今也

和外面的世界紧紧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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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实现抵边自然村邮

政普遍覆盖。去年 11 月 30 日，云南

省 2207 个抵边自然村全部实现邮

政服务覆盖，有效解决了农村邮政

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对满足

村民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

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记者走进一个抵边自然

村，记录这个边境小村邮政建设的

生动实践，展现边疆地区兴边富民

的新图景。

——编 者

今年 3 月，55 岁的苗桂兰做了

人生中第一次体检。

带着身份证，从河北省滦平县

马营子满族乡黑石头村的家中赶到

滦平县中医院，报上名字，苗桂兰在

医护人员的引导下顺畅地完成了包

括宫颈癌筛查在内的近 20 个体检

项目。

黑石头村位于马营子满族乡的

深处，山路崎岖，到滦平县城要一个

半小时的车程。以往有头疼脑热，

苗桂兰多半靠去乡里的药店买药解

决，“我说我哪儿有毛病，人家说拿

这个药吧，我就买回去吃，对自己的

健康情况从没了解过。”

这次体检，查出她空腹血糖高，

还有乳腺增生。“你们家吃米面太多

了，多吃点粗粮和蔬菜！”黑石头村

驻村第一书记、滦平县中医院医生

张大雷一边翻看着苗桂兰的体检报

告，一边嘱咐。苗桂兰打算过段时

间再仔细查查，“定期体检真是有必

要，有病咱能及时发现呀！”

在张大雷的组织下，今年 2 月

至 4 月，滦平县中医院为黑石头村

全 村 村 民 开 展 了 免 费 体 检 ，共 有

154 名常住村民主动参检。

一份份体检报告摞在张大雷的

办公桌上，他逐一翻阅，为每位前来

领取报告的村民解释报告单上数字

和符号的含义。有人腿脚不方便，

他就把体检报告送到家门口，仔细

叮嘱注意事项。

有 一 件 事 让 张 大 雷 皱 起 了 眉

头。团检报告显示，村里患脂肪肝、高

血压、空腹血糖高的人占比很高，这与

当地普遍的高盐饮食有很大关系。

趁着周末，张大雷又联系县中

医院，邀请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心

内科等 7 个科室的专家来到黑石头村，有针对性地讲解脑

卒中、糖尿病等慢性病预防诊治知识，并再三叮嘱村民：“每

天吃盐不超过 5 克，就是一啤酒瓶盖那么多。”几个科室的

专家还搬来桌子，当场问诊开方，村民很快排起了长队。

张大雷介绍，下一步县中医院计划将全村体检服务扩

大到马营子满族乡全乡。

村民韩淑云家的墙上，一张卡片被摆在最醒目的位

置。卡片已经被摩挲得十分破旧，被胶带缠了又缠。卡片

中间是韩淑云夫妇与县中医院医生蔡凤信的合照，旁边写

着“有困难找蔡凤信”和一个手机号码。卡片背面，“连心

卡”三个字映入眼帘。

蔡凤信是韩淑云的家庭医生。脱贫攻坚时期，县中医

院每位科室主任、护士长作为帮扶责任人分别承包了黑石

头村 1—3 户村民。2019 年年底，黑石头村实现全村脱贫。

脱贫胜利了，感情牢固了，关系延续了，医生们自愿当起了

村民的家庭医生。

64 岁的韩淑云有个头晕的老毛病。这些年，无论白天

夜里，她一通电话拨出去，蔡凤信“没有不接的时候”。碰到

需要住院的情况，蔡凤信还会帮她联系病房，“去年俺们老

头做手术，蔡医生连卫生纸都给准备了！”

像蔡凤信这样的家庭医生，黑石头村还有很多。村民

韩永春一家无论大病小病，护士长张倩都领着他们挂号、缴

费。韩永春把感谢写在锦旗上：“心系群众办实事，为民服

务暖人心”。

驻村 8 年的张大雷早已成了全村的“导诊员”：有需要门

诊治疗的，他跟门诊医生沟通；有需要住院的，他跟相应科室

联系病床；还有一些村民在他的帮助下开始学着用手机挂号。

黑石头村森林覆盖率超过 80%，一到春天，杏粉桃红，

令人心旷神怡。“生活条件好了，大家更加重视健康。服务

越来越好，村民看病更方便了。”张大雷和村支书唐继贤合

计，下一步，可以请大城市的中医专家前来坐诊，为守护村

民健康幸福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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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县驻村手记

本报北京 5月 3日电 （记者丁雅诵）记者从教育部获

悉：《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

已于近日研究制定，系统设计了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办学的基本规则。

据介绍，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是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之外的新探索。与既有的中外合作办学

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举办主体，境外高等教育机构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不需要中方教育机构共同参与举

办，但中国境内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可以通过提供土地、

校舍、资金等资源参与办学。二是办学层次，办学机构限于

实施理工农医类学科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确有必要的可

实施专科教育。三是学校治理，在决策机构人员构成、招

生、教学、学术治理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性。

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办学新规印发

本报上海 5月 3日电 （记者沈文敏）近日，上海数据交

易所国际板启动建设，探索数据跨境双向流动的新机制，推

动国内外企业开展数据跨境流通业务合作，实现全球数据

互联互通。

上海数据交易所总经理汤奇峰表示，国际板目前挂牌

的数据产品已有近 30 个，主要服务于国际高水平经贸往来

和文化交流合作等领域，为做好此项工作，上海数据交易所

正加快推进跨境数据交易制度体系建设，深化基础设施布

局，构建合规有序的国际数据流通机制。

上海数据交易所国际板的启动建设，将进一步深化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布局，促进全球数据产品流通交易，推动数

据要素市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对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DEPA）等数字经济国际通行规则提供实践基础。

上海数据交易所国际板启动建设
探索国际数据流动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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