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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初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关 于 做 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提出，加快完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

送体系，建设县域集采集配中心，推动农村客

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同配送、即时零售

等 新 模 式 ，推 动 冷 链 物 流 服 务 网 络 向 乡 村

下沉。

近期，商务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

9 部门印发《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 年）》，也对“发展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提

出相关要求。

我国农村物流发展得怎么样？如何迈向

高质量发展？记者进行了采访。

看现状—
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加快完善

“以前，网上购物后需要驾车去市区的快

递公司取件；如今，坐在家里就能直接收件，真

是方便不少，我也更喜欢网购了。”在距离黑龙

江虎林市市区 60 多公里的阿北乡阿北村，村

民郭宝玉对物流改善带来的好处由衷点赞。

近年来，虎林市积极完善县乡村三级快递

物流配送体系，截至目前，域内拥有县级物流

中心 1 座，农村电商服务站 9 个，建制村的村级

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覆盖率达 100%，形成了

覆盖城乡、通达便捷、服务优质、发展有序的物

流服务体系。

“自快递进村工程实施后，村级寄递物流

综合服务站越建越多，产品销路更广了。合作

社去年实现销售收入超 2000 万元，形成了企

业增收和农民致富的双赢局面。”虎林市明圆

景木耳种植合作社社长李懿倍说。

虎林市物流网越织越密是我国农村物流

快速发展的缩影。数据显示，2022 年，各地建

设各类县级物流和寄递配送中心 1500 个，乡

镇快递和邮件处理站点 7600 个，95%的行政村

实现快递直达。目前，我国已累计建设 2600
多个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超过 15 万个乡村电商和快递服务站点。

我国农村物流配送体系更加健全的同时，

各地充分发掘农村资源禀赋和特点潜力，深入

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

农产品地理标志等“三品一标”工程，带动农民

产销两旺。 2022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5313.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2% 。 2023 年 上 半

年 ，全 国 农 产 品 网 络 零 售 额 2700 亿元，同比

增长 13.1%。

工业品下乡更快捷，促进农村消费升级。各

地加快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在有条

件的乡村布设智能快件箱，增加农村零售网点

密度，推动电商平台和企业丰富面向农村居民

的产品与服务供给。2023年上半年，主要电商

平台绿色智能家电下乡销售额同比增长 12.7%。

看亮点—
打通农村流通“大动脉”

与“微循环”

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

显示，9 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2.3 点，比上

月提高 1.2 个点。其中，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

指数为 129.4 点，创年内新高。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周志

成说，近年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我国物流产

业创新多、亮点足，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

断涌现，培育了行业发展新增长点。

供销集采集配模式，打通农村流通“大动

脉”与“微循环”——

每天清晨，贵州麻江县公共配送（分拨）中

心都会迎来挂着各地号牌的货车，生产资料、

生活用品、快递包裹等在这里经过存储、分发

后，奔向自己的主人。为更好地推进“麻货出

山”，麻江县供销合作社在县电商产业园建成

城乡一体高效共配中心，设有包裹分拣区、办

公区等公共区域，整合县域内 5 家快递企业入

驻；同时在县城建立了 22 个“快递驿站”，依托

县内已建成的县乡村物流体系和 63 个村级电

商服务站，实现每天专车直配，快递物流 48 小

时内送达各村站点，乡村快递通达率达 100%。

近年来，全国供销合作系统探索建立“互

联网+第四方物流”供销县域集采集配模式，

依托买方、卖方、配送企业以外的第四方物流

配送企业，运用互联网信息手段，整合快递、快

消品、农产品、农资四类商品流和物流企业资

源，提供仓、货、车、路线、网点资源的数字化、

共享型第四方供销集配服务，打造“一点多能、

一网多用、深度融合”的县乡村三级配送体系，

解决农产品上行和农民生活、生产资料下行

问题。

即时零售逐步兴起，满足更便捷、多样化

的消费需求——

“以前购物要跑大老远，手提肩扛累得很；

现在可方便了，只需坐家里在手机上‘一键下

单’，葡萄、红心火龙果、冬枣等都能买到。以

前从没吃过的螺蛳粉、火鸡面，第一天下单，第

二天就收到了。”辽宁长海县小长山岛镇英杰

村村民刘成说。2023 年，在村委会支持下，美

团优选自提点开进英杰村，新兴购物方式便利

了村民的生活。

美团优选目前已覆盖 2000 多个市县，自

提点超过一半位于乡镇，既降低各环节成本，

又保证了“次日达”的履约时效。美团优选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平台上生鲜日杂类商

品数量超过 900 种，同比增长 40%以上。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

介绍，当前，电商平台、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在具

备条件的县域地区，依托自建物流、第三方物

流体系，对接本地零散的商超、便利店，精准匹

配周边消费订单需求，为居民提供了高效便捷

的到家服务。

看前景—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

资源整合

“快递来咯！”公路那头传来一阵响亮喇叭

声，一辆印有“金通工程”标识的“小黄车”，沿

着平整蜿蜒的水泥路，驶入四川通江县龙凤场

镇三清店村的快邮驿站。

依托乡村运输“金通工程”，2021 年起，四

川交通部门陆续与商务、邮政、供销等部门携

手，推进农村物流融合发展，助力县乡村三级

物流体系建设。经过两年努力，四川已成功创

建 52 个“交邮”融合发展示范县、10 个“交商

邮”融合发展试点县；全省邮政网络服务能力

提升，实现县到乡邮件运输 100%汽车化，乡镇

每周投递 5 次以上，建制村每周投递 3 次以上；

农村客运可持续发展动力增强，驾驶员代运邮

件快件月均增收 1000 余元。

“我们将继续加强农村交通、供销、邮政等

物流资源整合，扩大乡村运输服务受益面，实

现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道

路运输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彭涛说。

小包裹，大民生。近年来，农村物流建设

成绩显著。同时要看到，当前农村物流还存在

基础设施薄弱、末端服务能力不足、配送成本

相对较高等问题，有待继续加强体系建设，提

升发展质效，迈向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化

科技赋能。周志成建议，继续建设改造县级物

流配送中心和乡镇快递物流站点，根据实际需

要，配备自动分拣线、立体货架、新能源配送

车、智能取件终端等设施设备，提高物流配送

效率，增强服务能力。

进一步加强农村物流资源整合，降低物流

成本。洪涛建议，继续鼓励邮政、供销、快递、

商贸流通等主体市场化合作，整合各类物流资

源，在推动县域电商与快递协同的基础上，叠

加日用消费品、农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等双向

配送服务，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总结共

同配送成熟模式，将其作为重点支持方向，加

快在中西部偏远地区推广落地。

进一步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布局，促进

农产品减损增值。专家建议，完善冷链源头基

点网络，构建产地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创新产

地冷链物流组织模式，减少农产品产后损失和

食品流通浪费，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商务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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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建设超15万个乡村电商和快递服务站点

农村物流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齐志明 宋豪新

农村物流是连接城乡生产
和消费的重要纽带。当前，每
天有 1 亿多件快递包裹在农
村地区流动。高质量的农村
物流是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满足农村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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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阅读

■大数据观察R

乡村行 看振兴

11月1日，湖南省蓝山县，高速公路在青山田野间延伸。

近年来，湖南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立体交通布局，形成了内外衔接、城乡互通、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格局，助推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春涛摄（人民视觉）

本版责编：吴 燕 邓剑洋 董映雪

本报北京 11月 2日电 （记者罗珊珊）记者从贸促会获

悉：今年 1 月至 9 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

ATA（“暂准进口”）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 455.06
万份，较上年同比增长 13.39%。

其中，全国贸促系统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共计

2879.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1%；签证份数共计 289.36 万

份，同比增长 12.15%。全国贸促系统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

金额共计 488.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59%；签证份数共计

119.93 万份，同比增长 19.09%。这表明，我国外贸企业利用

自贸协定出口海外的热情持续提高。

1 月至 9 月，全国贸促系统 R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

共计 54.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0%；签证份数共计 15.95 万

份，同比增长 47.15%。这表明，随着 RCEP 对 15 个成员国

全面生效，RCEP 政策红利在不断释放，我国外贸企业利用

RCEP 享惠的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全国贸促系统优惠原产地证书
前 9 月签证金额增长 7.59%

秋日暖阳下，一望无际的

果树整齐排列，红彤彤的锦绣

海棠挂满枝头。果树下，果农

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清风

拂过，果香扑鼻……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

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希伯花镇万

亩锦绣海棠示范区。近年来，

科尔沁左翼中旗将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相结合，将生态改善与富

民增收、生态宜居相贯通，依托

“三北”工程等，建成以沙棘、锦

绣 海 棠 等 为 主 的 经 济 林 基 地

58 万亩。

“希伯花镇沙地面积大，前

些年每到春秋季节风沙大时，对

面都看不见人。”希伯花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魏晨辉告诉记者，

“2012 年以来，我们大力推广锦

绣海棠种植，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的同时扩大林地面积，如今风沙

小多了。”

走进锦绣海棠保鲜冷库，

一箱箱果实整齐码放。“今年我

们实现了错季销售。果子不仅

行销全国，还卖到了东南亚。”希

伯花镇希伯花嘎查党支部书记

霍庆信说，“我们通过与内蒙古

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开展技

术合作，不断强化树苗林地管

理，果实含糖量远超同类产品。”

如今，希伯花镇锦绣海棠

进入挂果期、盛果期的面积超

过 1 万亩，总效益可达 5000 万元。每年果树管护、秋季摘

果临时用工达 5 万人次以上，为村民增加务工收入超过

500 万元。

“锦绣海棠推广之初，周期长、投入大，种植技术有难

度，村民种植积极性不高。”科尔沁左翼中旗委组织部副

部长孟玮说，“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与党员的带头作

用，由 5 户党员户带头尝试栽植。见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村民们发展林果产业的信心更足了。”

离开希伯花镇，路边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科尔沁

左翼中旗是玉米种植大旗，针对地力贫瘠、水资源缺乏、

效益不高等问题，当地近年来以玉米单产提升、化肥减量

增效等举措为抓手，以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为依托，推广应用玉米密植高产、绿色防控、浅埋滴灌水

肥一体化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粮食总产量突破 55 亿斤，

同时实现了农药化肥用量持续负增长。

“通过技术攻关，结合本地积温充足的特点，我们推

广浅埋滴灌技术。经测算，相较传统灌溉模式，可实现亩

均节水 64%、节肥 25%。”科尔沁左翼中旗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梅园雪说。

今年，科尔沁左翼中旗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 20 万

亩，探索“滴灌+密植”整建制协同增产模式，亩均节本增

效 10%以上。

作为科尔沁左翼中旗重点打造的园区，花吐古拉工

业园区吸引了不少绿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入驻。

“未来还将有更多的绿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入驻园

区。”花吐古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查国梁介绍，

“园区配套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园区产生的废水经回

收处理，可以给园区提供用水。未来，园区有望实现地

下水‘零使用’。”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生态兴推动产业兴，持续发

展好现代农牧业、培育壮大特色乡村产业，真正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科尔沁左翼中旗委书记于久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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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2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近日

召开会议，部署提升境外来华人员支付服务水平相关工作，要

求各有关单位按照“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工作思

路，以丰富支付服务供给、深化支付场景建设为切入点，加快

落实各项工作措施。

据悉，中国人民银行聚焦境外来华人员支付需求，积极推

动开办涉外手机支付业务和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持续改

善人民币现金使用环境，通过境外银联卡推广、数字人民币业

务试点等，丰富境外来华人员支付服务，并在服务保障重大国

际赛事活动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积累了好的实践。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要增强协同，共同推进改善外卡受理

环境、丰富移动支付产品、优化现金服务等重点工作。要统筹

做好风险防控与服务优化，全面加强商户和交易真实性管理，

保障业务连续性。要加强宣传推广和跟踪调研，持续完善制

度、产品和服务。

境外来华人员支付服务水平将提升
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

（上接第一版）

天气转凉，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寨

里村村民逄淑芬家中的蓝莓大棚里，一

家人忙着修缮暖棚，为即将来临的冬季

做准备。可棚内一直无法恒温恒湿，这

让逄淑芬有些苦恼。

10 月 12 日，村里的电力便民服务

点投入使用，派了师傅来检修暖棚温

度、水泵控制箱和滴灌设备，解决了一

家人的难题。主题教育中，国网青岛市

黄岛区供电公司组织实施“办实事、解

民忧”专项行动，重点围绕农村供电服

务模式转型升级，与村级党组织合力打

造“村网共建”电力便民服务模式，采用

业务诉求受理联席制度，努力实现村民

办电不出村、供电服务零距离。

如何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推进

乡村振兴的必答题。主题教育中，各级

党组织结合实际不断探索新经验、新

做法。

走进重庆市万州区义和村老湾院

子，房屋错落有致，庭院花香扑鼻，处处

干净整洁……昔日破败的院子，如今已

成为市民争相前往的网红打卡地。这

得益于万州区创设的“院落主题日”机

制 ，让 大 家 坐 下 来 一 起 商 量 院 子 怎

么改。

如今在万州区，“院落主题日”搭起

了解民情、收集民意的桥梁，全区 413个

村划分为 2421 个院落，每月各开展 1 次

“矛盾纠纷解一解”“群众诉求办一办”等

服务活动，组织发动村民共商解决公共

环境问题、化解矛盾纠纷、和睦邻里等事

务，将为民服务开展在院落、矛盾问题解

决在院落、群众议事自治在院落，解决了

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