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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李心萍） 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数
据显示，2021年全国重点地区快递服务全程时限为57.08
小时，同比缩短1.15小时。72小时准时率为77.94%，同
比提高0.83个百分点。从月度情况看，除8月、10月和
11月时限有一定延长外，其他月份同比均有改善。整体
来看，在经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2021年时限
水平得到有效恢复。

在全程时限方面，顺丰的时限在48小时以内；时限
在 48 至 60 小时之间 （含 48 小时） 的品牌包括京东快
递、中通快递、邮政EMS、韵达速递、圆通速递。

在 72 小时准时率方面，顺丰的准时率在 90%以上；
准时率在80%至90%之间 （含80%） 的品牌为京东快递、
中通快递。

分环节来看，除寄达地处理时限有所延长外，其他
三个环节时限均有改善。其中，寄出地处理环节平均时
限为7.56小时，同比缩短1.22小时；运输环节平均时限
为35.54小时，同比缩短0.34小时；寄达地处理环节平均
时限为10.77小时，同比延长1.75小时；投递环节平均时
限为3.21小时，同比缩短1.34小时。

从不同区域来看，全国寄往东部地区的快件平均时
限为53.45小时，同比缩短0.06小时；全国寄往中部地区
的快件平均时限为53.79小时，同比缩短4.63小时；全国
寄往西部地区的快件平均时限为 70.51 小时，同比延长
1.91小时。中部与东部差距缩小。

过年不涨价，买得安心

在北京华联生活超市太阳宫店，欢快的过年歌曲声
声入耳，烘托得购物气氛年味十足。坐在推车里的孩子
怀抱满满一袋砂糖橘，有模有样地帮着妈妈挑拣；年轻
的情侣手牵手挑选蔬菜，讨论晚饭吃什么；“花生买一赠
一”“红颜草莓低价大促”“新鲜的蔬菜来看一看”，超市工
作人员热情地推销着……

“这几天来买菜买肉的人很多，草莓、砂糖橘等水果
也卖得很好。”超市工作人员一边忙着分拣蔬菜，一边对记
者说，“还有不到一周就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备年货。”

一旁的礼品自选专柜，高先生正在工作人员建议下
挑选送家人的年礼。“这个扒鸡也好吃，可以装两个。”
工作人员说，“这个山楂买的人也很多，还有这个腊肠
……”高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打算留在北京过年，买些
年礼快递回去，也算是把自己的心意送到家。

山药、土豆、番茄、大白菜……家住附近的赵奶奶
和高奶奶的购物车里装得满满当当。“趁着周末，我们老
姐妹约着出来逛逛，顺便买点年货。”赵奶奶说，“山
药、土豆这些能放得久，就多买了些，价格也不贵，土
豆一斤还不到1元钱。”

看超市物价，总体平稳，较平日没有明显变化。“以
往快过年时，物价要稍微跳一跳。但感觉今年的菜价肉
价没怎么涨，尤其是猪肉价格。”赵奶奶说，“去年春节
前猪肉涨价突出，最贵的时候40多元一斤，现在也就20
元左右。”经常来超市买菜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最近有些
菜的价格甚至降了快一半，从10元左右降到了五六元，
尤其是小白菜、黄心菜等。

年前全国农产品价格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市场与
信息化司司长唐珂介绍说，近期柑橘等水果大量上市，苹
果、梨等水果库存充裕，水果市场总量足、品种多，价格较
为稳定。肉价方面，2021年生猪价格从1月份每公斤35.8元
回落到12月份的17.59元。蔬菜方面，当前全国蔬菜在田面
积8000万亩左右，同比增加200多万亩，预计未来3个月蔬
菜供应总量1.7亿吨，同比增加350万吨，加上冬储蔬菜，可
供每人每天约3斤菜。

据商务部监测，目前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
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传统年货、优质生鲜、应季服
饰、智能家电、鲜花绿植等商品销售旺，老字号餐饮、
特色餐饮受欢迎，滑雪、滑冰等冰雪消费热力足，消费
市场开局平稳。

线上“年货节”品类多体验新

线上年货消费市场的热闹程度不输线下。近日，商
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指导举办为期近一个月的“2022
网上年货节”，各大电商平台春节期间不打烊，并针对节
日消费特点，推出更多绿色、智能、优质商品以及餐饮
套餐、定制年夜饭等。

“产地购”“新鲜产品”“定制好礼”成为年货消费的
关键词。打开盒马APP，“上产地购年货，全国年味包邮
到家”“购新鲜过新年”等推广语映入眼帘，更注重品质
和精细化、定制化产品是目前许多消费者的消费偏好。

“我这两天在盒马买了四川的粑粑柑、辽宁丹东的草莓、
内蒙古的羔羊肉，品质没的说。人在北京却能坐拥天下
美食的感觉太爽了。”今年打算“原地过年”的李何嘉对

记者说，“大年三十那天，我打算叫上小姐妹们一起来我
家过年，做些好吃的，肯定过得有滋有味。”

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衣食”，智能家居、美妆、3C数
码、国潮产品、鲜花等也被划入年货采购清单，年货消费

“篮子”里的种类更多了。拼多多发布的榜单显示，综合下
单、搜索、分享三个数据维度，徐福记零食礼盒、茅台系列
酒、智利车厘子、苹果家族产品及SK-II护肤品成为平台开
启年货节以来的五大爆款产品。年货节期间，拼多多还开
启“多多新国潮”首季消费季，年菜“烹饪助手”美的空气炸
锅、格兰仕智能微波炉以及“洗衣神器”立白洗衣凝珠，“国
货之光”玉泽修护面膜、鸿星尔克休闲板鞋，“百搭年礼”君
乐宝纯牛奶等国产年货跻入畅销榜。

盒马上海曹家渡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 月份以
来，在门店的“盒马花园”陈列区现场挑选绿植盆栽的
消费者增加了不少。热销花类中，单株、3株、6株、8
株、10株、12株的蝴蝶兰礼盒，价格从49.9元到788元
不等。“玫瑰、银柳、洋牡丹、大花惠兰等，都适合过年
时节摆放家中。”正在店里选花的张女士说，“像这些银
柳福桶，可以放一整年，这几天买菜的时候就可以随手
挑几款带回家。”记者了解到，目前蝴蝶兰占据了鲜花销
售种类“C 位”，随着基地订单种植和销售模式逐年成
熟，以往市场上动辄上千元的多株复色蝴蝶兰，预计今
年价格降幅超过30%，百合、澳梅、大花惠兰等“主力
军”，价格也同比下降二到四成。

年货这一概念也在悄然改变。为了在蓬勃发展的新
消费市场触达更多的年轻消费者，不少品牌将目光转向
兴趣电商，以内容打造年货销售新场景。抖音电商最新
数据显示，刚刚落下帷幕的抖音好物年货节，直播总时
长达3171万小时，直播间累计看播人次424亿，单场成
交额破千万元的直播间达 158 个。在热销商品中，不乏
3C数码、智能家居等跨品类年货品牌，小米就是其中之
一。小米集团中国区电商部直播部总经理陈幕楠认为：

“从年轻人的视角看，年货这个概念其实不再是吃吃喝
喝，而在于快乐的体验。”

“以往觉得过年在网上买东西虽然方便却没啥气氛，
然而今年各大平台都贴上了‘年货节’的标签，随便打
开一个购物APP都是促销、做活动，搞得十分红火，年
味浓浓的。”李何嘉说，一些平台还引入了礼炮筒薯片等
新奇商品，成为过年“氛围组担当”，为年货带来了高流
量的社交讨论度。

稳产保供，保障快递时效

消费热火，线上线下如何做到稳产保供，把年货及
时送达？

在保障快递运送时效方面，记者了解到，中通、韵
达与极兔作为拼多多春节期间的快递特约合作伙伴，将
为消费者提供不间断的商品和物流服务。期间，这3家快
递承运的包裹如果出现“虚假轨迹”和“揽收后时效”
触发赔付消费者的情形，相关费用将由快递公司承担。
这一举措有望提升春节消费体验。“春节期间，我们将提
升各项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年货物资的有序供应。”拼
多多年货节相关负责人表示。

京东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春节期间，京东将以丰富
的商品、不间断的物流、可靠的技术，为消费者的春节
消费体验保驾护航。“2022年是京东连续第十年‘春节也
送货’，通过‘年货春运’建立起来的商品和情感传递，
将让每个消费者不论身在何处都能安心过大年。”

在农产品保供稳价方面，唐珂表示，综合各方面
情况看，今年春节和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肉蛋
奶果菜鱼供应总量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城乡居民消
费需求。

唐珂介绍，下一阶段要继续稳定生产，分区分类抓
好“南菜北运”基地、北方设施蔬菜大省、大中城市等
重点地区冬春蔬菜生产，持续抓好畜禽水产养殖，不断
提升“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能力；畅通流通，积极协
调产区和销区构建“点对点”对接关系，确保“菜篮
子”产品产得出、运得走、供得上；同时，紧盯应急，
紧盯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和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等特殊
时段，加强生产情况调度和市场动态监测预警。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居民消费的旺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说，“商务部将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消费促进工作，引导商贸流通企业春节期间正
常开门营业，督促企业进一步加大货源组织力度，及
时补货，切实保障节日市场供应。”束珏婷说，商务部
还将会同有关部门向部分省区市投放中央储备牛羊肉，
指导各地积极充实地方储备，适时组织冬储菜等生活必
需品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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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年货消费热火了
起来，人们纷纷为欢度新春佳节
做准备。种类更丰富、定制化精
细化的品质产品更受青睐、线上

“年货节”办得如火如荼……记者
近日走访各大商超发现，今年的
年货消费市场，更热闹也更“新
鲜”了。

▲春节临近，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
城乡集市年味浓厚。图为市民在扎兰屯市步行街选购
糖果。 韩颖群摄（人民视觉）

▶1月21日，消费者在安徽省淮北市淮海路大润
发大型超市卖场区选购年货。

周方玲摄（人民视觉）

2021 年 ， 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快速发展，销
量达 352.1 万辆，
连续7年居世界首
位，市场占有率
达到13.4%。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服务保障能力
能 否 满 足 需 求 ，
引发广泛关注。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等十
部门近日印发《关
于进一步提升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服务保障能
力的实施意见》，
明确到“十四五”
末，我国电动汽车
充电保障能力进
一步提升，形成适
度 超 前 、布 局 均
衡、智能高效的充
电基础设施体系，
能 够 满 足 超 过
2000 万辆电动汽
车充电需求。

如何提升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服务保障能力？

社 区 里 的 充
电 桩 将 大 幅 增
加。《实施意见》
提出，应完善居住
社区充电设施建
设推进机制。推进
既有居住社区充
电设施建设，具备
安装条件的居住
社区要配建一定
比例的公共充电
车位，建立充电车
位分时共享机制，
为用户充电创造
条件。严格落实
新建居住社区配
建要求。新建居住社区要确保固定车位100%建设充
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创新居住社区充电服务商
业模式，鼓励“临近车位共享”“多车一桩”等新模式。

城乡地区充换电保障能力将得到提升。加强县
城、乡镇充电网络布局。加快高速公路快充网络有
效覆盖，加快制定各省高速公路快充网络分阶段覆
盖方案，明确高速公路快充站建设标准规范，将快
充站纳入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套基础设施范围。力争
到2025年，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区域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快充站覆盖率不低于
80%，其他地区不低于60%。

技术创新为充电助力。《实施意见》提出，推进
车网互动技术创新与试点示范，支持电网企业联合
车企等产业链上下游打造新能源汽车与智慧能源融
合创新平台。积极推进试点示范，探索新能源汽车
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的实施路径，研究完善新能源汽
车消费和储放绿色电力的交易和调度机制。探索单
位和园区内部充电设施开展“光储充放”一体化试
点应用。鼓励推广智能有序充电，逐步提高智能有
序充电桩建设比例，鼓励将智能有序充电纳入充电
桩和新能源汽车产品功能范围，加快形成行业统一
标准。加强充换电技术创新与标准支撑。加快换电
模式推广应用。围绕矿场、港口、城市转运等场
景，支持建设布局专用换电站，加快车电分离模式
探索和推广，促进重型货车和港口内部集卡等领域
电动化转型。

此外，还将鼓励地方加强大功率充电、车网互
动等示范类设施的补贴力度，促进行业转型升级。
创新利用专项债券和基金等金融工具，重点支持充
电设施以及配套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鼓励各类金
融机构通过多种渠道，为充电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支
持。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适合充电设施的保险产品。

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对本报
记者表示，目前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速度、空间布局
等还不能满足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的现实需要。
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要做好
中长期规划，保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速度、空间布局
合理。此次《实施意见》从多角度提出具体建设意见，
有利于提高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满
足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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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归仁镇江桥居芦蒿种植基地1300亩芦蒿近日进入收
获季节。工人们忙着收割、分拣、打包，供应春节市场。

图①：1月17日，归仁镇江桥居的芦蒿丰收，志愿者帮助菜农网上直播销售。
图②：归仁镇江桥居芦蒿种植基地塑料大棚纵横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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