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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发起开展上海共青团助力外卖配送专项行动，组建上海共
青团“青小运”青年突击队，就近加入运力保障，参与站内分拣工作。图为在上海市
徐汇区的美团买菜前置仓，青年突击队队员进行分拣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线上下单的人更多了

“过去顾客都来店里买，但最近几
年，想要线上下单、送货到家的人变多
了。”在北京经营海鲜生意多年的佘林，
对即时零售业态发展的感受很深。3年
前，他开始尝试用网络平台“跑腿”服务
请配送员为顾客送货上门。而今，在大
闸蟹、梭子蟹等时令海鲜上市的时节，
通过线上下单、跑腿取货的顾客已占他
的海鲜生意近七成。

小小的海鲜档口是即时零售火热市
场的一个缩影。即时零售作为一种新型
零售模式，主要指消费者在线上交易平
台下单，周边几公里内的线下实体零售
商，通过第三方或自有物流，执行配送
上门服务，提供食品饮料、蔬果生鲜、
医药健康、数码科技等商品，配送时效
通常在30至60分钟。

即时零售为消费者提供高时效性的
到家服务，高度满足消费者便利化、即
时性的购物需求，为中国零售业发展注
入新活力。“随着现代社会新型商业模式
基础设施和城市配送服务网络的快速完
善，以小时达、分钟达为特征的即时零
售已经成为零售模式创新的新风口。”商
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
席专家李鸣涛说。

把流量转化为销量

“以前碰到要急用但抽不开身去买
的物件，我都会花二三十元叫个跑腿代
买，但现在外卖啥都能买到了，一单只
要两三元的配送费，省不少钱了。”在湖
北省武汉市生活的李娇越来越热衷即时
零售这种消费形式。

在北京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马小森
看来，完善的配送服务体系是即时零售
的支撑基础，也是竞争的关键。

业内人士认为，即时零售的主要
特 征 是“ 线 上 下 单 ， 线 下 30 分 钟 送
达”，将履约时长压缩进半小时至 1 小

时 的 区 间 内 ， 从 而 满 足 零 售 业 务 中
“最后一公里”的即时配送需求。实现
这一点，需要包括线上交易平台、线

下实体零售商、品牌商、配送物流商
在内即时零售体系的高效整合。作为
全渠道零售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时零

售不是单纯依靠线上的流量，还需要
通过对现有线下资源的整合，使平台
和线下零售商合作共赢。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彭建真认
为，即时零售不仅是业态发展需要，更
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化科
技发展的结果。即时零售为线下商家带
来了线上流量，而只有在经营和服务特
色等方面多下功夫，线下商家才有望把
更多线上流量转化为实际销量。

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

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对即时零售业
态给予充分支持。商务部等多部门发布
的《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2021—2025年）》《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指南》等文件，对即时零售发展
完善提供更为细致的政策指导。

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激励下，京东、
阿里巴巴、美团等互联网企业纷纷入
局。专家认为，对消费者来说，即时零售
服务应在缩短购物时间、提升购物效率
的同时，提供丰富多样的商品选择；对于
线下零售门店来说，即时零售有利于门
店拓宽销售渠道，增大覆盖半径，获得更
多网络流量和线上客户；对于品牌商来
说，即时零售打通线上线下数字化营销
和运营生态，实现了全渠道经营降本增
效；对于外卖和物流平台来说，即时零售
使得外卖和闪购订单显著增加，平台与
实体零售商的联系更加紧密。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
林波说，即时零售等“到家”新业态蓬
勃发展，推动零售行业线上线下加速
融合，有望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相
关部门还应及时出台相关政策，进一
步完善行业标准，为即时配送行业健
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更好保障消费
者 权 益 ； 统 筹 推 进 现 代 流 通 体 系 建
设 ， 进 一 步 发 挥 即 时 配 送 的 积 极 作
用，在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
进一步促进释放消费潜力、助力消费
升级。

品类日渐丰富、配送不断加快

即时零售，万物到家
本报记者 高 乔

给自己加餐买份鲜活大虾，夜里馋嘴了买几袋小零食，给

孩子买些急需的草稿纸……这些生活中突然想起的购物需

求，如今只需在手机上“动动指尖”就能即时满足。从生鲜蔬

菜到休闲零食，从电子产品到日化美妆，以“线上下单、门店发

货、商品小时达”为核心特点的即时零售，品类日渐丰富、配送

不断加快，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

兔年将至，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难忘家乡的味
道。由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支
持的“寻年2023：家乡的味道”线上主题征集活动已开
启。您可以拿起手机，分享团圆故事，感受家乡温
情，上传时长 15 秒至 3 分钟的短视频至海客新闻
APP、海客视频 APP、抖音“寻年 家乡的味道”话题
专区。

作品征集时间为 1月 14日至 2月 8日，欢迎下载
海客视频APP、海客新闻APP参加活动。

（杨 佳 蒋柠羽）
上图：“寻年2023”海报。 海外网 张铭帅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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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一年来，广西卫生健康委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

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统一高

效的卫生应急服务体系，提高应对处置重大突发事

件能力。

加快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编制出台

“十四五”期间广西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及医疗能

力建设规划，落实项目建设资金 29172 万元建设国

家海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广西）项目，有序推进航

空紧急医学救援网络建设，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紧急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目前，全区已建成

各级各类卫生应急救援队伍218支共5259人。

全科医生等医学人才培养工作持续推进。2022

年，广西卫生健康委将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

制落实工作纳入2022年健康广西综合督查内容，加

大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等工作力度，截至 2022 年 12 月，广西每万人口拥有

全科医生数达3人，较2021年提高0.4个百分点。

踔厉奋发，全面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全面推进健康广西行动。2022年，广西扎实推

动健康广西行动各项任务落实。部署开展卫生城镇

全域创建工作；组织实施爱国卫生运动示范工程，带

动全区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深入实施广西国民

营养计划。

有序推进妇幼健康工作，出台《广西母婴安全行

动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年）》《广西健康儿

童行动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年）》，强化妇

女儿童保健服务，有效守护妇女儿童健康。

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提升老年健康服

务质量。推动制订《广西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实施

方案》，出台“十四五”期间广西健康老龄化实施意

见，不断夯实老年健康支撑体系，深化医养结合，推

进老龄健康工作取得新实效。积极推进示范性老年

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广西25个社区入选2022年全

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名单。

保障公众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助力食品产业

发展。2022年，广西发布糯蜜柿制品、柳州螺蛳粉等

6 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将五色糯米饭等 10 项广西

地方特色食品纳入2022年标准制修订计划，助推企

业发展。

深化卫生健康对外交流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2022年，广西积极推动开展中非“健康卫生行动”，向

巴基斯坦提供医疗卫生援助，持续深化“健康丝绸之

路”建设，举办“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暨第四届中国—

东盟卫生合作论坛，助力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卫

生健康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改革，促进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年来，广西不断深化改革，着力解决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以分

级诊疗制度建设为抓手，广西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群众就医获

得感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截至2022年11月底，广

西床位数为 33.35 万张，较 2021 年底增长 4.55%；医

院数量为850家，较2021年底增加47家。

加强科技创新，卫生健康科研支撑能力不断加

强。依托广西医学科学院和正在筹建的国家（广西）

区域公共卫生中心，打造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新模

式，布局建设3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4个自治区区

域医疗中心，持续加大科研创新力度，按照中央的决

策部署，奋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在

全区建设14个学科方向的291个重点（培育）医疗卫

生学科；建设 29 家广西临床医学研究中心、12 个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分中心；建设1个国家级实验室、28

个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及 53 个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重点（培育）实验室。

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通过积极推动

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大力推进全区电子健

康卡普及应用，目前，已发放电子健康卡5877万张，

累计用卡次数超 4.3 亿次。截至 2022 年 12 月，广西

已有 35 家互联网医院，较 2021 年底增加 22 家。同

时，建立“云上妇幼”互联服务平台。

促进中医药壮瑶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制定“十

四五”时期中医药壮瑶医药规划、广西中医药壮瑶医

药振兴发展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加快中医药壮

瑶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开展“桂十味”品牌

建设，累计遴选中医药“三个一批”示范基地117家，

成功举办广西第一届中药壮瑶药药膳大赛、第七届

中国—东盟传统医药论坛，开展常态化数字化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

2022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
作方针，紧紧围绕自治区“1+1+4+3+N”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深入推进健康广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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