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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河南光山东岳村的电商直播带货

很是热闹，砖桥月饼、咸麻鸭蛋等农特产品快

速上行。“以前寄快递要去 10 多公里外的镇

上，现在离家 200 米就有快递驿站。”东岳村

村民喻云意兴奋地说。

陕西富平，不少村民发现，快递服务时效

比以往大幅提升。“经常是前一天网上下单，

第二天就能到货。”富平县曹村镇村民赵熊熊

感慨。

不同的地域，相似的体验，农村寄递更快

捷 的 背 后 ，是 快 递 共 同 配 送 模 式 的 快 速 兴

起。通过将不同快递企业的快件进行集中配

送，有效降低了快件运输成本，让快递进村更

顺畅，农产品上行更有力。什么是快递共同

配送？如何充分利用这一模式加快快递进村

步伐？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组建网络，打通快递进
村“最后一公里”

早上 7 时许，旭日初升。山东禹城汽车

客运站里，电商快递物流共同配送中心开启

了一天的忙碌。

近 3000 平方米的分拣中心内，信号灯闪

烁，4 个卸货口全部开启，对接一辆辆从济南

各家转运中心进港的货车。紧接着，一件件

包裹顺次进入环形自动分拣线，经电子面单

扫描后，按照收件地址落入对应隔口。

“去年 9 月，禹城交投集团牵头，整合中

通、申通等 5 家快递公司组建了共同配送网

络。”中心负责人任建彬说，运营一年来，已建

成 1 个县级物流分配中心、13 个乡镇级分拨

中心和 544 个村级快递物流服务点，分拣配

送效率提升超过 50%，每天进港快递数量从 5
万多件提升至超 7 万件。

约莫两小时后，分拣进入尾声。90 号隔

口对应安仁镇，一旁，一辆 8 米长的农村公交

车已从不远的场站驶抵停靠。走近一看，这

是一辆经过精心改造的班车——后车门区域

的两个座位已被拆除并安装了玻璃门，打造

出独立包裹仓储区，实现了“客货分离”。

拉着快递，载着乘客，半小时不到，记者

一行便到达了安仁镇物流快递配送综合服

务站，经过二次分拣后，再由通村小公交运

送至超市内辟出的村内服务点，村民扫码取

件 完 成 配 送 。 抬 眼 看 进 村 时 间 ，刚 过 上 午

10 点半。

“这个速度放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任建

彬告诉记者，以往，禹城市农村快递服务由各

家快递企业“各自为战”，单量小、成本高，服务

站点难以实现“村村达”，相对偏远的村民只能

次日去 10公里外的乡镇取件，费时又费力。

“借助覆盖城乡的共配网络，我们创立了

‘禹众不同’区域农产品品牌，如今已有 30 家

企业入驻。”禹城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白洪滨介绍，以供销社瑞联电子商务公

司为例，今年 7、8 月份，月均订单量已达 2.6
万件，月均交易额突破 130 万元，与上半年月

均相比实现大幅增长。

不只在禹城。数据显示，国内 2800 多个

县级行政区中，目前已经有近一半区域探索

了不同形式的快递共配模式。“共同配送实现

了多个参与方之间的资源整合和优化，使其

能以更低成本、更高时效和更优服务，适应农

村消费需求和电商发展。”国家邮政局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程文强说，比如，在共配模式之

下，多家快递公司可以共享配送车辆、仓储设

施，从而降低物流成本，还能通过集中配送和

路线优化，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服务质量。

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
多种发展模式

共同配送，关键在“共”，即通过多个参与

方之间的合作，将不同来源、不同目的地的快

递包裹进行集中配送。近年来，为深入推进

快递进村，更好激活农村市场，各地因地制宜

探索出多种共同配送发展模式。

——“快快合作”，多家快递公司组成快

递联盟，共享资源和网络。

陕西富平，今年 8 月底，在渭南市邮政管

理局指导下，地方商务部门整合中通、申通等

多家快递企业及一家商贸流通企业，引进自

动分拣设备，打造共同配送体系。依托 14 个

镇级电商综合服务中心和 140 个村级电商综

合服务站，设立了 232 个村级快递站点，如今

富平县已形成县级分拣、镇级中转、村级收发

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助力快递企业降低综

合运营成本 30%至 50%。中通富平县分公司

负责人杜康介绍，目前，富平主要快递企业计

划将县级总部集中迁入同一园区，进一步深

化共同配送，更好降本增效。

——“快递孵化”，单家快递公司主导，承

揽其他企业收派件。

一些快递公司正在尝试建立专门的乡村

寄递平台，通过整合多家快递公司的资源和

网络，实现统一管理和协同配送。

安徽长丰，顺丰旗下驿加易科技有限公

司搭建起县乡村三级物流共配网络，由其提

供场地、车辆、信息系统等服务中通、极兔等

企业收派件。“各家企业将快件从镇上交给顺

丰后，每天两趟随就近顺丰物流班车送到村

里。”驿加易科技负责人说，目前，该业务已覆

盖当地一半的行政村，村民平均取件距离缩

短 6 公里，村民日均寄递量也大幅提升。

——“跨界融合”，快递公司携手合作社，

拓展农村市场。

在特色农产品主产区，一些快递公司为

拓展农村市场，与电商平台、农业合作社等协

作，通过共同配送农产品，降低物流成本。

在江苏苏州，京东物流携手多家专业合

作社，在大闸蟹产地附近设置近 200 个揽收

点位、投入近千名快递员揽收作业，同时提供

免费打包和上门取货服务，协助客户出货，让

农户享受“足不出户”寄递服务。

“不同的服务形态传递出同样的理念，快

递共同配送旨在通过资源整合、合作协同，提

高效率和服务质量。”程文强说。

强化协同水平，发展前
景广阔

作为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创新

举措，快递共同配送模式尽管发展成效显著，

但在实践中仍面临一些挑战。

“短期看，共同配送需要快递公司、电商

平台和社区驿站等多方主体通力合作，但不

同快递公司之间往往存在竞争关系和业务差

异，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合作协调难度。”程

文强说，比如各家快递公司的信息系统和技

术标准不尽相同，在共同配送过程中，如何以

信息共享优化物流调度成为一大难题。

长远看，随着农村电商快速发展，如何处

理高峰期的配送需求、提高配送效率和准确

性，成为共同配送面临的重要挑战。“目前县

级自动分拣中心单日最大拣货量达 12 万件，

但仍需进一步提升。”任建彬介绍，中心正进

行升级改造，在客运站部分停车场上改建快

递上行仓，并上线自动化分拣线，进一步提升

分拣能力。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采

访中，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快递市场竞

争更加激烈，服务质量与用户体验成为竞争

焦点，兼具环境友好、资源共享、成本节约和

服务提升优势的快递共同配送模式拥有广

阔发展空间。

当前，每天有 1 亿多件快递包裹在农村

地区流动，快递业畅通了工业品下乡进村和

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渠道。“持续完善物流网

络、技术应用、政策支持，进一步推动快递共

同配送进村步伐，将有力促进消费升级、畅通

经济循环，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国家

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全国近一半县域探索不同形式的快递共配模式

发展共同配送 快递进村提速
本报记者 韩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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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配送，即通过多个
参与方之间的合作，将不同
来源、不同目的地的快递包
裹进行集中配送。共同配送
新模式不仅打通了快递进村

“最后一公里”，更释放出农
村电商的强劲动力。

数 据 显 示 ，目 前 国 内
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已
经有近一半区域探索了不同
形式的快递共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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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快

速 发 展 ，2022 年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达 532 亿

元。抢抓产业风口、加快项目落地已成为很

多企业的目标。

产业发展，电力先行。为保障企业需求，

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积极建立新能源电池

及材料产业项目供电保障机制，为产业发展

保驾护航。

“当时就怕电力无法保障，项目建设掉链

子。”贵州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怀球回忆。

基于企业需求，福泉供电局工作人员主

动对接，了解企业用电需求。“迅速通电投产

是企业的主诉求。”福泉供电局党总支书记

董孝波说。分解任务、压缩环节，福泉供电

局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人，确保全力推进。

最 终 ，从 接 到 公 司 业 扩 报 装 申 请 到 成 功 送

电 ，仅 用 时 45 天 ，较 常 规 流 程 缩 减 一 半 时

间。目前，贵州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

司一期生产线已全线投产，二期项目建设也

在加速推进。

为全力支撑区域内新能源电池及材料

企 业 生 产 用 电 ，贵 州 电 网 公 司 紧 跟 企 业 用

电 需 求 变 化 ，提 供 差 异 化 供 电 服 务 。 针 对

贵州容百锂电材料有限公司二期生产建设

用 电 项 目 ，遵 义 供 电 局 针 对 涉 及 的 4 个 大

项 14 个 分 支 项 目 ，定 人 定 责 进 行 工 作 落

实 ，接 电 时 间 比 原 计 划 缩 短 92 天 ；六 盘 水

供 电 局 成 立 服 务 队 ，定 期 上 门 开 展 用 电 服

务 指 导 ，重 点 解 决 园 区 企 业 生 产 运 营 遇 到

的用电问题。

结合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发展情况，

贵州电网公司重点梳理贵阳、铜仁、黔南、六

盘水等地的项目供电措施。

“ 现 有 电 网 能 满 足 全 省 新 能 源 电 池 及

材 料 产 业 未 来 一 到 两 年 的 供 电 需 求 。”贵

州 电 网 公 司 战 略 规 划 部 总 经 理 刘 振 铭

说 。 为 满 足 产 业 中 长 期 发 展 需 求 ，贵 州 电

网 公 司 启 动 规 划 调 整 工 作 ，研 究 提 出 500
千伏磷都变 电 站 新 建 、铜 仁 变 电 站 扩 建 等

多 个 输 变 电 项 目 的 规 划 建 设 ，未 来 将 以

更 快 捷 优 质 的 供 电 服 务 ，全 力 保 障 项 目

用 电 。

基于良好的电力保障，贵州新能源电池

及材料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发展动能持续增

强。今年 1—7 月，贵州省新能源电池及材料

产业规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411.1 亿元，同比增

长 28.2%。

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满足用电需求 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汪志球 黄 娴

创 新 求 突 破 ，转 型 促 发 展 。

近 年 来 ，陕 西 榆 林 依 托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不 断 推 动 能 源 型 城 市 高 质

量发展。

过去一提到塑料产品，人们联

想 到 的 往 往 是 污 染 。 但 有 一 种 塑

料材料，可在土壤、海水等环境中

完 全 无 害 降 解 。 这 种 名 为 聚 乙 醇

酸 的 可 降 解 材 料 可 广 泛 应 用 于 一

次性塑料袋等食品包装领域，还可

用 于 医 用 手 术 缝 合 线 等 材 料 领

域。去年 9 月，国家能源集团榆林

化工有限公司 5 万吨/年聚乙醇酸

可降解材料示范项目建成投产，标

志 着 煤 制 聚 乙 醇 酸 可 降 解 材 料 实

现工业化生产。

走进榆林化工，展示台上摆放

着以原煤为原材料生产出的甲醇、

乙二醇、聚乙醇酸等一系列产品。

“在我们这里，煤炭已经从单纯的燃

料，变为了工业生产的原料。”榆林

化工技术质量部技术管理工程师杨

学超说，“我们已实现从煤炭到甲醇

再到聚烯烃及各种化工产品的完整

产业链条，黑色的煤炭由此变成了

白色的‘大米’。”

近 年 来 ，榆 林 化 工 着 力 提 高

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

能，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

化、低碳化发展，把加强科技创新

作 为 最 紧 迫 任 务 ，加 快 关 键 核 心

技术攻关。

按照《“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

规划》指导精神，目前，榆林已启动

建设陕汽氢燃料电池重卡一期项

目 ，全 面 建 设 包 括 制 氢 、纯 化 、储

运、加氢站等环节在内的产业链条，力争在氢能全产业链关

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推动氢能技术发展和示范应用。此外，

榆林还积极发展无人机、机器人等智能无人系统产业，为产

业转型拓展更多方向。

适应产业科技新趋势，就要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靠智能

化降本、增效、提质。

身着工作服、头戴矿工灯，深入地下 330 米，在陕西陕煤

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10 米超大采高智能综采工作面，令人惊

叹的不仅是这里创造的一次采全高 10 米等多项“世界第一”，

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从地下到地上，从人工到机器人。近年来，陕煤集团加

快开展数据标准化治理和智能专网建设。现在，即使身处

外地，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工人在地下的具体位置；只需操作

手柄，体型巨大的采煤设备就能自行运转……目前曹家滩

矿业有限公司已实现矿井采掘、运输安全保障、生产管理等

全过程智能化运行。

“煤矿智能化生产运行最明显的成效，就是所需工作人员

数量减少，劳动强度也减轻了很多。”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王锐说，采掘工作面的减人、减负担，带来的是增效、增

安全。现在 1 个工作面只需要 5—7 个人，日最高产能却能达

到 6.2 万吨煤。安全生产方面，煤矿的通风系统通过通风参数

实时计算、设备智能远程监控等技术，实现了通风调控方案智

能生成。瓦斯灾害防治系统、火灾智能精准监测预警等智能

化系统也极大降低了生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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