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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双方都受益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对物流下沉
充满期待——

乡村消费者期待着购物更便捷。
家住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玉园村的傅章

凯说，尽管目前自家及周边农村的网购很方
便，可以省去逛商场赶大集的奔波，但是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仍有待解决。“在乡村
进行网购，最不方便的地方是从镇里配送到
村里这‘临门一脚’。除了家电等高价值商
品，普通的快递往往被直接放在镇里的快递
点，不继续往村里送。同时，我们这边的村
子很多在山里，不够集中，所以去镇里取快
递也不方便。希望《通知》的相关政策落地
后能进一步改变这种情况。”他说。

不少农民盼望依托物流进一步打开乡村
商品销路。

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农民杨飞是一名乡
村淘宝商户，主营当地冻干蔬菜等特色农产

品销售。“早些年，快递很难下乡，我们的
冻干蔬菜产品在加工厂生产出来之后一般要
先转运到县上的仓库，再从仓库发货。一来
一回，物流时间长了不说，流通成本也高出
一大截。后来，我们和一家快递公司合作，
每单物流成本才降低了0.35元。”杨飞说，如
果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进一步
加快，村里的新鲜农产品会卖得更好，村
民收入也会涨起来。

平台企业同样盼着县乡物流更顺畅。
苏宁易购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内递配送

采取层层下沉方式，由于成本、人手、地理
条件等问题，难以将每个包裹都准确无误地
配送至收件人。补齐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短
板、改善优化县乡村物流渠道很重要。“近
几年，我们依托 1 万多家零售云门店实体、
全国 60 余个物流基地，服务范围已到达全
国98%县镇。”该负责人说，《通知》鼓励大
型电子商务企业、流通企业以县镇为重点，
下沉供应链和新型交易模式，推动农村流通
设施和业态融入现代流通体系，这给企业布

局下沉市场明确了方向。物流配送体系的进
一步完善，也将使商业运行更畅通。

发力补齐物流短板

打通“最后一公里”，将发力补上哪
些短板？

让低温冷链抵达更多村镇。《通知》 强
调结合农产品生产情况和物流集散点网络布
局，在具备条件的县域或特大镇建设具有商
品化处理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推广移
动式冷库。同时，加强农产品供应链建设，
引导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快完善具备物流集
散、低温配送等功能的冷链设施。

村里将建起物流服务站。《通知》 鼓励
各地结合实际，加强县乡村快递物流配送基
础设施建设，升级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不仅如此，还要依托村邮站、益农信息社、
村委会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夫妻店、便利店、
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等便民商业设施，设立村
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实现“多站合一、

一点多能、一网多用”。
快递物流资源将展开合作，提高效率。

《通知》提出引导电子商务、邮政、供销、快
递、物流、商贸流通等各类主体开展市场化
合作，推动仓储、揽收、分拣、运输、配送

“五统一”，场地、车辆、人员、运营、管理
“五整合”，提升快递物流配送能力。《通知》
鼓励具备条件的农村地区探索智慧物流，依
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推进农
村快递物流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在扩大电子商务覆盖面上，《通知》一方
面鼓励大型电子商务企业、流通企业下沉供
应链和新型交易模式，另一方面支持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畅通农产品线上线
下多渠道流通，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
洪勇分析，相关政策有助于提高农村电子
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水平、发挥农村
电商和快递物流在促进农村收入和消费双
提升中的作用，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构建
新发展格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通知》 为国内农村电子
商务和快递物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施路
径。”洪勇说。

助推乡村经济更活跃

农村产品出得来，城市产品进得去，城
乡经济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循环。《通
知》明确要求，各地要跟踪研究农村电子商
务和快递物流配送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积极
出台支持政策，综合施策降低农村快递物流
成本。这将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跑运输的劲头更足了。广西小伙子黄代
林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融水苗族自治县从
事物流运输。短短几年，他就组织了一支
拥有8辆运输车的队伍。在他看来，县乡村
物流有着很大的潜力：“我们把本地的黑
米、糯米、重阳笋等特色农产品运出去，再
把外地的化肥、农膜、饲料等物资运进
来，这块运输需求着实不小呢！”

今年以来，疫情给黄代林的业务带来了很
大影响。不过他没有气馁。“融水县税务局前不
久为我们办理了增值税留抵退税申请。这笔
4.86 万元的退税款对我们渡过难关起了很大
作用。往后看，国家现在非常支持县乡村物流
体系建设，《通知》中补齐冷链短板、提高农产
品上行效率、下沉供应链和新型交易模式等举
措，都是我们想的、盼的！”黄代林说，最近，
自己正在和中通快运、安能物流等企业积极
合作，争取从物流下沉中发掘更多机遇。

做电商的更有底气做大做强。包头市固
阳县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盛产油菜籽、
燕麦、土豆、荞麦、牛羊肉等特色农产品。随着
电商特别是直播带货的快速发展，固阳不少
特产被南方地区的消费者知晓、喜爱。“还是有
痛点！从乡村收上来的特产往往就近存放，到
了发货时往往要去好几个仓库调货，运货车光
是在本地打转就消耗了不少成本。”包头市雅
之食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宇告诉记者。

去年，固阳县通过引入京东云仓作为生
态合作伙伴，打造了“一个智能云仓、一张
共配网络、一个共配平台”的县乡村物流体
系。这让张宇看到了突破瓶颈的机会。“统一
的仓储物流系统大大节约了我们的成本！现
在，使用京东云仓，平均每300元销售额至少
可以节省 10 元的仓储物流成本。”张宇说，

《通知》提出了“推进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设施建设”“打造仓储、分拣、配送、增值
服务等一体化快递物流配送服务体系”等举
措，有助于农产品电商做大做强。

物流从业者们对未来也有了更高期待。
“《通知》中的一系列政策，有利于系统性
地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我们将持续努
力，趁着政策的东风，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

‘睡前下单、醒来收货’的便利。”京东物流
固阳电子商务示范县项目负责人夏永利说。

依托村邮站、村委会、夫妻店等设立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物流下沉打通“最后一公里”
王俊岭 傅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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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家住河北保定的农民许
峰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烦恼：“网购已经
普及多年了，我经常刷短视频，网上下
个单，买些村里买不到的东西。不过，
最近我想给孩子买一些新式冰激凌，
却发现没法配送到我们这儿，因为冷
链跟不上，商家不往村里发货。”

许峰的经历，折射出县乡村快递
物流配送体系的短板，也正是当前政
策集中发力、加快补上的重要方面。

近日，商务部、国家邮政局等八部
门印发《关于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
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有关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升级
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促进县
域快递物流资源整合，建设一批农村
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提升公共
寄递物流服务能力，争取到2025年，
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基本实现县县有中
心、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

眼下，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吐鲁番市的哈密
瓜陆续成熟上市，销往
北京、上海、杭州、西
安等地。图为日前在吐
鲁番市鄯善县地产仓，
工人将哈密瓜装入冷链
物流车，准备外销。

刘 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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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州国际生物岛广州国际生物岛

6月10日—12日，第十四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2022官洲国际生

物论坛在广东省广州国际生物岛举行。本届 2022 官洲国际生物论

坛以“创新合作，共筑健康未来”为主题，由广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生物岛实验室承办。全球 500 多位生物

医药领域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线上线下相聚广州国际生物岛，把

脉新形势下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动向，共谋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

业创新发展。

官洲国际生物论坛是广州市聚焦生物产业创新发展的高端学术

论坛，也是国际生物科学界重要的科学盛会之一。本届论坛由开幕

式、官洲生命科学圆桌会议暨广州市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链长会、4

个专业分论坛、大会展览展示等系列活动组成，并举办生物产业重大项

目签约仪式。论坛发挥科技创新对生物医药产业强链、补链、延链的

独特作用，为广州营造优良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开出“良方”，引领生

物医药产业乃至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和繁荣发展。

聚人才引项目 扩大生物医药产业影响力

广州国际生物岛原名“官洲岛”，官洲国际生物论坛诞生于此、成

长于此、壮大于此。

自2017年永久落户广州国际生物岛以来，官洲国际生物论坛已

成功举办五届，在集聚创新资源、引进高端人才、招商引资、促进和深

化广州与国内外生物产业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广

州生物产业一张闪亮的国际名片。

官洲生命科学圆桌会议是官洲国际生物论坛的品牌活动。今年，

多位专家和科研机构、高校、医疗机构负责人，生物医药领域企业家、投

融资专家齐聚一堂，围绕生物安全、生命科学、生物经济、科技抗疫等发

表见解，推动广州打造生物医药原始创新策源地，建设全球生物医药

与健康产业新高地。

专家学者领衔，汇聚全球生物医药高端人才，激活科技创新对生

物医药产业强链、补链、延链的独特作用。官洲国际生物论坛不仅成

为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展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窗口，更成为国内外

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桥梁，扩大广州链接全球的技术影响

力、产业影响力。本届论坛重点突出广州生物

医药产业创新、创业、就业环境及

政策优势，吸引重点项目

和高层次人才落

户广州，推介优秀项目和企业创新产品，促进国内外合作。此外，论坛

根据生物医药产业专业性强、细分领域多、资金需求多等特点，设置了

新发传染病疫苗创新、中医药创新研发与产业发展、体外诊断技术创

新与产业发展、生物医药创新投融资4个专业分论坛。

本届官洲国际生物论坛的生物产业重大项目签约环节，广州开发

区与方舟健客、来恩生物、云舟生物等5家企业签约，推动一批生物医

药产业项目落地。

方舟健客将在广州开发区建设数字医疗产业总部项目；来恩生物

计划在中新广州知识城投资建设生产基地，并作为其在中国的总部；

云舟生物将在广州开发区建设研发中心。

建平台出实策 优化营商环境

生物医药是“十四五”期间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万亿制造”计划重

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依托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广州国际生

物岛、黄埔临港经济区4个重大战略型创新发展平台，黄埔区、广州开

发区在营商环境、产业布局、科研创新等方面厚植兴业乐土，促进政、

产、研、医融合发展，奋力打造世界级生物创新型产业集群。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加强公共平台建设，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性

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华南生物材料出入境公共服务平台、中以生物

产业孵化基地等多个公共平台，充分降低创新企业和创业者的投资成

本；通过与广东省药监局共建法定检验检测机构技术支撑平台，让企

业“足不出区”就享受到省级法定药品检验机构的优质服务；打造产业

政策高地，陆续出台“IAB实施意见”“高端生物制药8条”“生物医药10

条”“中医药10条”等多个生物医药产业专项政策，形成多维度、全链

条的政策体系，吸引众多企业投资落户。

2017年以来，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落户黄埔区、广州开发

区，全区生物医药企业从2000家发展到如今的超3000家，其

中包括高新技术企业467家、上市企业17家。目前，黄

埔区、广州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营收规模突破

1700亿元，跻身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第一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