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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9 天破 100 亿件，到 5 个月破 500 亿

件，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业务量实现月均

“百亿级”增长。激增的物流运输量，带来上

扬的碳排放总量，考验着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的能力。

从 拼“ 速 度 ”到 比“ 绿 色 ”，快 递 行 业

如 何 走 好 绿 色 化 、循 环 化 、资 源 化 的 发 展

新 路 ？

近 日 ，记 者 追 踪 仓 储 分 拣 、转 运 寄 递 、

包 装 回 收 等 流 程 ，观 察 快 递 业 绿 色 发 展 的

进展与成效。

仓储环节——
光伏电站“登陆”转运中心

6 月 1 日 午 夜 12 点 ，湖 南 浏 阳 ，占 地

15 万 平 方 米 的 韵 达 长 沙 分 拨 中 心 灯 火 通

明 ，满 载 包 裹 的 货 车 正 在 34 个 卸 货 口 紧

张 作 业 。

面单扫描、交叉分拣、自动集包……自动

化分拣车间内，4 套 3 层高速交叉带分拣设备

飞速运转，从各地运送而来的包裹在这里被

贴上专属“身份证”，落入循环集包袋，奔向下

一站网点。

“快件分拣全自动化操作，能减少 70%的

人力，但也使整个分拨中心单日用电量达到

3.5 万千瓦时。”韵达长沙分拨中心负责人关

林介绍，尤其是“618”促销活动期间，由于要

提前开机、增加排班应对业务旺季，用电负荷

较日常上涨约 5%。

“用电量上升，却更加环保了。”循着关林

的指引，只见分拨中心屋顶上整齐铺设着一

大片太阳能光伏板。“这些光伏板面积近 5 万

平方米，源源不断产生的清洁电能，不仅能满

足分拨中心的用电需求，还能余电上网，为社

会节能。”关林说。

自 2022 年 10 月投运至今年 5 月底，该光

伏电站已累计发电近 300 万千瓦时。

运输环节——
物流车用上“新能源”

6 月 5 日不到 5 点，天刚蒙蒙亮，圆通北

京货运司机闫永建开始了一天的奔忙，从圆

通京北集转中心到朝阳国展网点，几十公里

的路程，要跑 5 个来回。

“每公里柴油车的油耗成本是 7 毛钱，

新能源车只要 3 毛，划算！”去年 10 月，闫永

建成了圆通网点中首批新能源物流车司机

之一。

圆通金融街网点，快递小哥赵奇最近也

换了新装备。一件件包裹从新能源车上卸

货，搭上传送带流转到分拣口，赵奇熟练地拣

选、码货、装车。“‘618’促销活动期间，平均每

天 派 送 超 过 400 件 快 递 ，货 运 量 比 平 时 多

35%。”赵奇说。

研究显示，相比仓储、包装环节，快递业

运输环节的碳排放在绝对体量和增速上更为

突出，是行业碳减排的关键所在。

着力调整行业运能结构、加快推广甩挂

运输……近年来，国家邮政局积极推广节能

低碳运输方式和设备，协调出台政策支持寄

递企业购置和使用新能源车辆，目前全行业

新能源车辆保有量超过 6.5 万辆。

网点环节——
换新“智能环保集包袋”

6 月 16 日下午 2 点，山东临沂，中通兰山

澳龙网点。仓库一头，几百个蓝色集包袋码

放 整 齐 ，每 个 集 包 袋 上 都 印 有 一 串 数 字 编

号。网点负责人孔钢领说，每个袋子都内置

了芯片，相当于“身份证”。更重要的是，这种

集包袋能重复使用 4—6 个月，单次使用成本

节约 50%以上。

“以前使用传统编织袋，价格便宜但包裹

一重就容易坏，脱丝、破损造成的包裹遗漏、

丢失时有发生。如今的可循环中转袋结实耐

用，还轻便防水，一个袋子平均能用一年多！”

孔钢领介绍，长远看，新型集包袋单次使用成

本只要 1 毛多钱，比用传统编织袋节省 3 毛左

右，装载率还能提升 30%。

下午 5 点，一件件装满寄件的集包袋，登

上高运力挂车运至 10 公里外的中通快递鲁

南物流园。在这里，这些包裹将根据不同的

“身份信息”，发往全国各地。

“通过智能环保集包袋中的芯片，后台能

实时收集中转、流向信息，实现包裹运输的全

程追踪。”中通快递山东临沂转运中心负责人

崔富坤说。孔钢领所在网点的车辆刚运来的

数万件快递进入分拣线，精准落入对应的格口

中。格口下方，可循环中转袋稳稳接住包裹，

通过快递员装车，继续配送到乡镇、村级网点。

近年来，快递业扎实推进快递包装绿色

治理，快递包装回收复用率大幅提升。目前，

快递电子运单、循环中转袋基本实现全覆盖。

回收环节——
升级“旧物回收”

6 月 18 日下午 6 点，上海静安区大宁路街

道 00后小伙樵子润打开门，正是预约的快递员

上门回收一双小白鞋。“不仅不收快递费，还能

领取一个环保袋，一举两得！”樵子润说。这样

的绿色新体验，得益于菜鸟今年“618”促销活

动期间推出的“万物回收节”活动。

回收的小白鞋，将在 24 小时内送往上海

分拣中心，并在 2 天内进入位于江苏南通的

旧物分拣仓库。菜鸟绿色家园运营负责人沈

凯丽介绍，到达回收工厂后，鞋子将经过清

洁、选拣等流程分类使用——鞋带被拆下来

用于制作工艺品；鞋面和鞋底分离，鞋面布料

用于制作隔音棉、保温材料等；鞋底则会打碎

为 PVC 颗粒再加工，实现产品循环再造。

根据 5 月份包裹抽查测算，目前，我国电

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 90%，使用可循

环包装的邮件快件达 3.8 亿件，回收复用质量

完好的瓦楞纸箱达 3.5 亿个。

“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涉及主体多、链条

长、领域广，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各部门协同

发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国家邮政局市

场监管司副司长管爱光表示，今年将出台行

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意见，深入推进行

业塑料污染和过度包装治理，继续开展绿色

网点、绿色分拨中心试点，稳步提升可循环快

递包装应用比例。

上图：中通快递上海浦西转运中心，操作

工在分拣包裹。 杨清悦摄（人民视觉）

透过透过““618618””促销活动促销活动，，看看行业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绿色低碳转型

快递业快递业，，从拼从拼““速度速度””到比到比““绿色绿色””
本报记者 韩 鑫

本报北京 6 月 18 日电 （记者贺勇）记

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截至 2022 年

底，昔日的五大风沙危害区全部得到治理，

北 京 山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已 达 67% ，森 林 碳 汇

量、林木蓄积量及生态服务价值持续增加，

京郊北部、西部千万亩林海已筑成厚实的生

态屏障。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北京陆续开展“三

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农田林网、重点风沙危

害区绿化造林等工程，大规模防沙治沙成效

明显。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 20 余年来，

共完成造林营林 922 万亩，五大风沙危害区

全部得到治理。北京市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

土地监测报告显示，门头沟、房山等 7 个工程

区实现了从沙化土地分布区到重要生态屏障

区的转变。

北京山区森林覆盖率达67%

■把自然讲给你听R

不论是先天遗传
还是要后天学习，不
同候鸟都有一套巧妙
的“迁徙机制”，以及
精准的“导航系统”。
海岸线是显著地标，
也有候鸟沿着山脊线
迁徙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核心阅读

建设绿色仓储，降低能源
消耗；发力绿色运输，减少污
染排放；升级快递回收，助力
循 环 经 济 ……“618”促 销 活
动期间，“快”不再是快递业的
唯一关键词，不少快递公司开
始大力推进绿色减碳。这也
成为近年来我国快递业绿色
低碳转型的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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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 6 月 18 日电 （记者何勇、乔

栋）15 日至 19 日，以“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打

造生态文明高地”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青

海）国际生态博览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

本届博览会期间，举办了“实现生态产品价

值、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主旨论坛、2023 生

态文明国际交流合作论坛、电子商务绿色发

展大会、科技创新支撑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论

坛及开放日活动等，以推动生态文明交流、

促进生态价值转化。

聚焦生态主题，在西宁市国际会展中心

A 馆，本届博览会还开设了全国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特邀案例展区和青海生态文明高地

建设典型案例展区。

本届博览会由商务部、生态环境部、中

国贸促会、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第三届中国（青海）国际生态博览会举办

5 月底到 6 月底，在亚洲大陆北

部的苔原地区，温度升到 10 摄氏度

以上，勺嘴鹬迎来了繁育期。等到 7
月初，雏鸟将纷纷破壳而出，等待它

们的，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苔原上的夏季非常短暂。雏鸟破

壳后，雌性亲鸟经过短暂逗留就向南飞

走了。雄鹬留下来对雏鸟略加照顾两

周左右，等小勺嘴鹬刚能独立在苔原上

觅食，也向温暖的南方迁徙。

小勺嘴鹬怎么办？虽然没有父母

教，它们却知道要去哪里，还知道怎么

去——这可能是渐渐寒冷的环境所

迫，可能是对周边其他候鸟的模仿，总

之，这是刻在它们基因里的本能。

候鸟为什么要迁徙？有很多假

说，温度和食物是两个主要原因。当

北方地区温度下降到 0摄氏度及以下，水面冰封，就没有了鱼

虾昆虫等食物，候鸟会在秋天来临时，一路南飞，寻找食物来

源。那为什么候鸟不待在热带、不再北归呢？因为鱼虾昆虫

也有自己的物候，候鸟会选择在一个区域的食物最丰富的时

间集中觅食。更重要的是，热带对于勺嘴鹬这样来自西伯利

亚的鸟类来说并不利于繁殖。

不同候鸟有不同的生存策略。勺嘴鹬是一种早成鸟，

产卵和孵化对于亲鸟来说消耗巨大。为了保存体力、保障

跨越半个地球的远距离飞行和来年的成功繁殖，雌鸟选择

先行一步。到了秋天，幼鸟身体里的“迁徙基因”就被唤

醒，它们“懂得”沿着亚洲大陆东边的海岸线这一显著地标

向南飞，每几百公里小憩一到两天，直到在我国江苏盐城

东台条子泥湿地换羽、停歇 3 个月再出发，飞向广东湛江

或者继续往南，到东南亚越冬。好在勺嘴鹬比较“好养

活”，滩涂上鱼虾管够，也不需要特殊处理。

而作为晚成鸟的丹顶鹤就幸福多了。小鹤在黑龙江扎

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生后，父母会定期投喂、教它们怎么

飞行，迁徙的时候还会带着小鹤一起，在哪选点、怎样觅食，

“手把手”教。这是因为雌鹤每次产卵一般只有两枚，对种

群来说比较珍贵，加上迁徙路线只有 2000 多公里——先往

东沿着陆地飞向海岸线，再一路南下到辽河口、黄河三角洲，

再到越冬地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鹤爸鹤妈有余力带

着孩子们一起飞。而且，鹤类的食物主要是植物块茎，要从

湿地、滩涂中挖出来，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如果没有迁

徙途中父母的“教”和自己的“学”，小鹤就会生存困难。

不论是先天遗传还是要后天学习，不同候鸟都有一套

巧妙的“迁徙机制”，以及精准的“导航系统”。值得注意的

是，并不是所有候鸟都沿着海岸线飞。老鹰、雕等一些猛

禽，就是沿着山脊线迁徙。以凤头蜂鹰为例，它们的食物

在陆地上，而且陆地上因太阳辐射带来的上升热气流更充

足，让它们可以展开宽阔的翅膀借力，轻松滑翔。它们靠

什么定位和辨别方向呢？聪明的凤头蜂鹰会把我国从西

向东、从高到低的三级阶梯间的“台阶差”作为地标，再通

过太阳位置来分辨南北，实现“导航”飞行。

那么，夜里迁徙的候鸟，靠什么“导航”呢？科学家在

雀形目候鸟的身体中发现了一种感应电磁的蛋白，可以根

据地球南北极电磁感应的变化来分辨方向，还有的鸟类懂

得观测星星的东升西落来定位。

候鸟也有迷路的。遗憾的是，一旦迷路，大多数将无

法存活。所以，如今候鸟的迁徙路线，是经过成千上万年

的探路、尝试、优化逐渐发展而来的，蕴含了大自然的无穷

奥秘。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副教授，

本报记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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