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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近年来大力推进“快递进村”，
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图为3月28日，东营区史口镇快递服
务中心快递员在分拣快递。

刘智峰摄 （人民视觉）

▶在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快递共派分拣中心，快递配
送员正在分拣送往茶香村的快递。

练益华摄 （人民视觉）

多地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

春雷响，雷笋出。眼下，在浙江临安泗
洲村，田间雷笋正拔节生长，李杰和家人一
早扛起笋锹，仔细挑选刚刚破土冒尖的雷
笋。“咱这临安雷笋壳薄肉肥、清香松脆，现
在正是销售旺季。”李杰在电商平台拼多多上
开网店，专门销售泗洲村的雷笋，“早上挖笋
之前已联系好中通、极兔、顺丰 3 家快递公
司，快递员下午会上门把包装好的雷笋直接
运走。”

李杰介绍，最近生意不错，每天销量都
在 1000 单以上。“以前没有电商和快递，村
里人得骑着三轮车把雷笋运到镇上市场，来
回一趟要一两个小时。现在不一样了，快递
员直接进村上门，省了不少时间，新鲜雷笋
能快速到达消费者餐桌上。”

助力农产品上行，浙江省近年来加快推
动“快递进村”。截至去年底，浙江各地市基
本 完 成 了 品 牌 快 递 进 村 目 标 任 务 ， 实 现
19920个行政村4个以上品牌快递基本服务全
覆盖。浙江省邮政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奔表
示，“快递进村”工作列入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也是浙江建设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
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接
下来，我们将协调各方共同打造多层级、立
体化的农村寄递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满足
广大农村群众寄递服务需求。”

“既要让农产品出得来，也要让消费品进
得去，这是‘快递进村’的关键。”北京科技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维达认为，目前，中
国还有近 5 亿人口常住乡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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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离不开农村寄递物流。

“还挺快！前天晚上下的单，今天就到
了。”在海南省三亚市博后村，符大爷接过快
递，立马拆了起来：剃须刀、洗衣液、洗洁
精、面巾纸，东西真不少，“现在习惯了在网
上买东西，直接到村里快递驿站就能取，省
得大老远跑去城里买了。”

日前，海南省邮政管理局发布全省快递
业务数据，前 2 个月，全省农村地区快递业
务量达 209 万件，农村地区快递业务投递量
超 1300 万 件 ，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09% 和
226%。海南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海南省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若干
措施制定出台，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建
设步伐加快，邮政快递服务网络“双下沉”，全
省超 90%的建制村实现快递服务渠道覆盖，
城乡双向流通寄递渠道更加通畅。

去年以来，“快递进村”不断取得新进
展。国家邮政局办公室主任侯延波介绍，
2021 年农村地区收投快递包裹总量 370 亿
件，带动农产品出村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进村

超1.85万亿元。截至2021年底，行政村实现
快递直投的比例超过80%，苏浙沪等地基本实
现“村村通快递”。

提升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水平

“快递进村”方便了百姓，但进去之后如
何稳得住、可持续是一大挑战。

何维达分析，从目前快递业务量情况
看，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建制村，存在业务
量偏小的问题。另外，由于建制村坐落的地
理位置相对分散，在作业组织上存在成本居
高不下的问题，比城镇快递运营成本高出很
多。不少快递企业存在不愿下、下不去以及
下去了稳不住、待不住等问题。

难题怎么解？不少地方将目光投向了邮
快合作、交快合作、客货邮融合等模式。

公交车也能送快递。在江苏泰州姜堰区
俞垛镇客运中心，工作人员将一件件严实的
包裹装上公交车。“我现在身兼多职，既是驾
驶员也是快递员。每天往返镇与村，将各村
需要配送的快递装车，上午下午各一趟运到

村里，交给快递点的工作人员。”见包裹装车
完毕，公交车司机宋御军麻利地上车出发。

另一边，俞垛镇何祝野村物流服务点的
吴美玉已来到公交站点。“包裹送出后，我们
能收到信息，知道公交车的车牌号、经过的
大致时间。”吴美玉说，“村里在网上买东
西、卖特产的越来越多，服务点的快件收发
量不断增加，有了公交车运输，我们省了不
少费用和精力。”

“以往，这村镇公交客运实载率一般不超
过50%。客货邮融合后，载人又送货，减少了资
源浪费，也提高了‘快递进村’的效率。”宋御军
介绍，去年以来，姜堰区不少村镇开始把快递
物流与城乡客运融合，形成公交和货运班车带
货下乡、捎农产品进城、镇村公交配货进村
的双向运营模式。

不少快递企业也积极参与。京东物流科
技副总裁梁威介绍，近年来，京东物流利用
自身在物流技术的优势与经验，积极布局县
域智能园区、加快网络下沉。2021年京东物
流已经在全国93%区县、84%乡镇实现当日达
和次日达。其中，聚焦乡村共配模式，京东
在全国 800 多个物流覆盖成本较高和时效较
差的偏远乡镇地区，建设以共同配送为基础

的末端综合性服务站，为当地降低物流运输
成本，提升乡村用户购物体验。目前，90%
以上的共配站实现次日达时效。

共同配送、客货邮融合等新模式不断涌
现，交快、邮快、快快等合作进一步深化。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超 800 个
客货邮融合站点，开通了超600条客货邮合作
线路，2021年全年新增15.5万个建制村实现邮
快合作。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的建设应坚持市场主
导、政府引导的方向。”何维达认为，利用公
交客运系统或物流公司和邮政专线进行合
作，可以发挥已有优势，降低投递成本，促
进农村客货邮深度融合发展。未来，应进一
步提升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水平，在推动县域
电商与快递协同的基础上，搭载和整合日用
消费品、农资、农产品等农村商贸物流资
源，发展众包物流、客货邮快融合等，创新
农村物流模式。

推动更多网点实现“一点多能”

一头是物流，一头是快递点。在“快递进
村”过程中，涌现出不少功能多样的村级寄递
物流综合服务点，为农民群众收发快递、日
常办事提供了便利。

上午10点左右，在湖南耒阳圳边村快递
服务站，取快递的村民多了起来。“现在村里
的快递包裹越来越多，大家买的东西也是各
式各样。看他们拆包裹，我自己都长见识。”
服务站负责人陈秀边说边忙着从货架上给村
民拿快递。

聊起自家快递服务站，陈秀坦言，刚开
始并不是特别顺利，每天收件不到两位数，
出村件就更少了。2020 年初，情况有了改
变。菜鸟在耒阳推动“快递进村”项目，这
不仅给她带来了更多资源，也在合作过程中
拓宽了思路：除了日常收发快递，还可以开
小卖部，同时帮助村民办理日常缴费等事
宜，村里的土特产也可以从这里卖出去。

“如今，我这快递点简直就是村里的综合
服务站，每天可热闹了。”陈秀说，不仅她的
生意好了，大家的腰包也鼓了，村里竹笋、
土鸡蛋、柑橘成了网上热销品，有些老人在
家卖特产的收入甚至赶上了在外打工的子女。

“一点多能”让乡村快递服务站更活了，
不少地方开始加快推进这项工作。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甘肃省加
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行动方案》，提出支
持邮政企业全面开放共享农村邮政基础设施
和服务网络，衔接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创新乡镇邮政网点运营模式，承接各类
农村公共服务，开展快件代收投服务，80％
的网点实现“一点多能”。同时，整合在村电
商、商超等资源，利用村内现有公共设施，
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1.5万个以上，
基本实现建制村全覆盖。此外，江苏、河
南、宁夏、福建、海南、青海等地近期也纷
纷围绕发展“一点多能”的村级寄递物流综
合服务点作出部署。

“‘快递进村’效果近年来已开始显现，发
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也在逐步得到解决。”何
维达说，但也要看到，末端服务能力不足、
可持续性差、基础设施薄弱等难点和痛点依
旧存在，仍有村庄无快递点、快递运营入不
敷出、“二次收费”、“不按址投递”等。接下来
还应突出因地制宜，加快农村物流快递网点
布局，加强监管，鼓励发展“多站合一”的
乡镇客货邮综合服务站、“一点多能”的村级
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推进县乡村物流共同
配送，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全网每天有1亿件包裹送到农村，行政村实现快递直投比例超过80%——

快递进村，进得去还要稳得住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最近，“快递进村”成为各地政策
文件热词。甘肃省发文提出实施“快
递进村”工程，确保到2025年建设村
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1.5万个以
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明确落实“快递
进村”行动计划，2024年所有建制村
实现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河南省
强调完善农村寄递物流配送体系，
推进县乡村物流共同配送……现在,
全网每天有1亿件包裹送到农村，
行 政 村 实 现 快 递 直 投 比 例 超 过
80%。相关人士表示，下一步应提
高“快递进村”质效，加强“一点多
能”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建
设，让“快递进村”不仅进得去，更
要稳得住、可持续。

“人员密集公共场所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8
米”“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不应设挡块和门槛”……
4月1日，国家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
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开始实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王玮介绍，《规范》以
保障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安全性、便利性、系统性
为主要目的，对无障碍通行、服务、信息交流设
施及其施工验收和维护等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

近年来，住建部会同中国残联等部门积极推
进无障碍环境建设。2019至 2021年，全国累计开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惠及居民 2000 多
万户。在各地改造过程中，加装电梯5.1万部，增
设养老、助餐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 3万多个。“十
三五”期间，共为65万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了
无障碍改造。

不过，无障碍设施建设依然存在一些短板。
部分设施的施工与维护没达到标准，容易导致设
施无法使用、甚至给使用者带来危险；有的地方
出现“无障碍卫生间外是楼梯”“无障碍停车位和
电梯间之间是楼梯”等通行不连贯问题。

那么，此次实施的 《规范》 有哪些方面的提
升？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
焦舰介绍，《规范》 首次对无障碍设施进行分类，
分为无障碍通行设施、服务设施、信息交流设
施，并对每一类中的每个设施分别作出规定。在
运行维护方面，规定无障碍设施应明确维护责任
人，并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安全性、功能性和系
统性要求。

此外，《规范》首次在国家标准中将信息无障
碍要求单独设置一章，对无障碍标识、网络通信
设备、过街音响提示装置等作出规定，保障使用
人群对信息的获取和利用。例如，《规范》 要求，
对需要安全警示处，应同时提供包括视觉标识和
听觉标识的警示标识。

《规范》还首次规定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不应
设门槛和挡块，门口有高差时应以坡度不大于 1：
10 的斜面过渡，缘石坡道的坡口与车行道之间应
无高差，解决了近年来群众反映较多的门槛、坡
口高差引发安全事故的问题。“轮椅坡道坡度、无
障碍厕位尺寸、轮椅席位尺寸等指标也参考国际
标准，设置更加舒适。”焦舰举例说，《规范》 将
无障碍厕位由1.80米×1.00米加大为1.80米×1.50
米，为轮椅进入后调整角度和回转提供空间。

从执行效力看，《规范》对工程建设领域全文
强制性规范，所有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如何更好
保障 《规范》 的实施？王玮说，下一步将建立住
建、残联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协同配合
的“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工作机制。加强 《规
范》 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通报违法违规行
为，加大处罚力度，并将相关不良信息记入单位
和个人诚信档案。根据 《无障碍环境建设“十四
五”实施方案》，到 2025年，“城乡无障碍设施的
系统性、完整性和包容性水平明显提升，支持110
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加快
形成设施齐备、功能完善、信息通畅、体验舒适
的无障碍环境，方便残疾人、老年人生产生活”。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实施——

让“有碍”变“有爱”
本报记者 丁怡婷

本报西宁电（记者刘雨瑞） 青海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近日开展2022
年春季首次巡护监测活动，共监测到水
鸟 28 种、总数达 6.5 万余只，水鸟数量
较去年同期增长4.5倍。

据了解，截至目前，青海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有鸟类 227 种，其中国家 I
级重点保护鸟类10种，如黑颈鹤、黑鹳
等，占鸟类总种数的4.4%；国家Ⅱ级保
护鸟类37种，主要是鹰隼类、鸮类、雁
鹤类等，占鸟类总种数的16.3%。

青海湖每年有 30 余万只水鸟栖息
繁殖，每年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

棕头鸥、渔鸥、普通鸬鹚繁殖种群达
到全球繁殖种群的30%，每年春、秋两
季，途经青海湖迁徙停留的水鸟达10万
余只。“青海湖关键性物种青海湖裸鲤
资源蕴藏量达 10.85 万吨，较上年增加
0.81 万吨，达到保护初期的近 42 倍，
旗舰物种普氏原羚种群数量由 2004 年

的 257 只增加到 2021 年的 2800 余只，
是保护初期的近 11 倍，指示性物种水
鸟 全 年 统 计 总 量 约 57.1 万 只 ， 达 到
2007 年监测以来的最大值。”青海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介绍，

“青海湖总体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此打
下了坚实基础。”

指示性物种水鸟数量达监测以来最大值——

青海湖水鸟数量大幅增加

芝樱遍野花似海
4月9日，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绿野达人谷600多亩的芝樱连片绽

放。从空中俯瞰，芝樱漫山遍野，蔓延成一片粉艳花海，美不胜收。图为人
们前去踏青赏花。 章勇涛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