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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设备助力“新鲜送达”

在湖北省潜江市，快递小哥将一箱箱鲜
活的小龙虾打包装车，通过冷藏冷运车辆
直发分拨中心，再经航空货运送到国内主
要城市。

据悉，入夏以来，荔枝、樱桃、小龙虾、
冰淇淋、预制菜等产品寄递需求激增，快递
企业加大冷链设备设施投入，通过陆空运输
结合，实现“新鲜送达”。

快递企业将冷链服务网络延伸至乡村，
扩大农产品的销售范围。在重庆市江津区先
锋镇花椒基地，新鲜的青花椒一大早被村民
们采摘后就直接送到种植基地旁边的冷库内
进行预冷、分拣、包装。在紧邻冷库不到
100 米的位置，快递企业设置了冷链物流揽
收点，当天下午就可以通过物流冷链车辆运
送到全国各地。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
至 6 月 24 日，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达 600 亿件。
6月份，全国多个电商平台陆续启动年中促销
活动，带动了快递业务量的新一轮增长。

不少快递企业采用仓储前置的模式，实
现仓储配送一体化，消费者下单后，大数据
匹配出距离收货地址最近的仓储，快递企业
即可及时将包裹送出。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
研究院副院长刘大成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以
提前布置仓储的形式代替运输，实现了物流
各环节的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大数据分析来
指导配送，让供需之间更精准地匹配，可以
有效减少成本、提高效率。

自动分拣如同“灵巧的手”

“过去快递分拣靠工人手持终端逐一扫
码，再送至对应区域，不仅费时费力，还容

易出错。”圆通速递相关负责人说，现在系统
智能识别条码信息、自动分拣，如同有了“聪
明的脑”和“灵巧的手”。

“打开数字化物流平台，每辆货车的实时
行车轨迹一目了然。得益于定位技术和大数
据处理系统，物流全流程智能化，可以实现
人员、设备定位管理。”一汽物流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

在北京空港智慧物流园的鲸仓北京一号
智享仓，每件货物从一入库就被贴上一个带
有二维码的标签，相当于有了自己特定的

“身份证”，仓库管理系统就会知道每一件货
物的具体位置。当接到订单时，系统会自动
发出指令，智能机器人立即在毫秒之间精准

定位到存放商品的箱子位置，并快速把它转
运到拣货台。

“安全、效率、价格是助推智慧物流时代
加速到来的三大因素。自动导引运输车、自
主移动机器人、工业级无人驾驶已经是很火
的物流装备。”京东物流智能园区专家刘滨
说，智慧物流正由简单室内场景转向室外复
杂场景，依靠多设备协同实现全局无人化，
配送机器人深入园区楼宇后，会将服务从“最
后一公里”延伸至“最后一米”。

如今，快递企业大力提升数字化运营水
平，优化中转和派送流程，加快运用全自动
分拣、无人仓、无人车、无人机等设备和技
术，大力提升寄递服务时效。专家认为，物

流服务运营模式不断创新，正由“汗水型”向
“智慧型”转变。

国家发改委去年印发的《“十四五”现代流
通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加快发展智慧物流，
积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提升物
流自动化、无人化、智能化水平。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商贸物流发展
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商贸物流数字化和智能
化水平不断提升，无人配送市场规模持续扩
大，智能末端配送设施布局更加完善；各大
企业纷纷布局前置仓、仓储会员店等，传统
商超物流向仓配一体转型；即时配送成为电
商物流新增长点，用户规模和订单数量保持
快速增长，配送商品品类不断扩展；跨境电
商和海外仓蓬勃发展，商贸物流国际化水平
不断提升。未来，数字经济与商贸物流的结
合会更加紧密，“直播电商+快递物流”“即
时零售+即时配送”“仓储会员店+配送一体”
等创新模式将持续推进。

给快递包装“瘦身”

在山东省临沂市的中通兰山澳龙网点，
仓库里的几百个蓝色包装袋码放整齐，每个
包装袋上都印有一串数字编号。该网点负责
人介绍，包装袋内置了芯片，这种袋子能重
复使用 4至 6个月。“通过智能环保包装袋中
的芯片，后台能实时收集中转、流向信息，
实现包裹运输的全程追踪。”

“快”不再是快递业的唯一关键词，不
少快递公司在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和可循
环 使 用 等 方 面 下 功 夫 。 为 推 进 包 装 绿 色
化，京东在生鲜业务推广全生物降解包装
袋；为促进包装减量化，快递企业采取电
子面单、胶带“瘦身”、印刷减量等方式；
为了让包装循环利用，申通推出“物料包装
可循环化”项目，韵达设置了快递绿色回收
箱等。

刘大成说，在实现快递包装绿色化的过
程中，标准化至关重要。目前快递包装尺寸、
大小不一，分拣运输缺乏规范，应推动物流
快递各个环节的规范化、标准化。此外，相
关企业还应加大新能源物流车推广力度，加
强科技手段在物流环节中的应用，积极推进
重点环节的绿色发展。“绿色快递物流涉及包
装、运输、仓储和配送等环节，由生产者、
销售者和消费者等一起参与，需要各方共同
努力才能实现。”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将出台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
意见，深入推进行业塑料污染和过度包装治
理，继续开展绿色网点、绿色分拨中心试
点，稳步提升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比例。

今年以来，截至6月24日，全国快递业务量已达600亿件

智慧物流让货物“跑”得更快
海外网 李雪钦

走街串巷的快递小哥，

高效灵活的智能设备，如约

抵达的快递包裹……一头连

着生产供给，另一头连着消

费需求，物流快递业被称为

经济发展与消费活力的“晴

雨表”。得益于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的

助力，中国物流行业高速增

长，快递“越跑越快”，流通体

系效率进一步提高。

高频事项线上办理

登录“北京医保”公众号，参保人可以根据
自己的要求选择使用不同功能，查询定点医
药机构、医保药品，激活及使用医保电子凭
证……北京市民张聪说：“在‘北京医保’公众
号上可以查询个人医疗消费信息，给参保人带
来了便利。”

江苏省积极布局医保公共服务事项“网上
办”，通过本地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
做好网上办理各流程环节的衔接工作。为了让
参保群众“一看就能懂、一点就能办”，江苏省
各地医保部门进一步完善网上办事引导功能，
提供申请受理、办理进度查询、结果送达等全
流程、全环节网上服务。“过去群众要到人工
窗口排队办理、咨询，现在通过线下自助办
理、线上分流等方式，有效缓解了窗口压力，
百姓的满意度也提升了。”南京市民赵先生说。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实施医保服
务十六项便民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提出进一步在全国扩大医保服务线上办理范
围。专家认为，随着医保便民措施在全国的落
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将感受到就医的方便。

“无卡就医”很方便

想去买药却找不到医保卡，身体突然不适
却没带医保卡，无法实时查看医保个人账户余
额……医保电子凭证的全流程使用将为这些场
景提供解决方案。“缴费的时候只要刷一下二
维码就能医保结算。”北京市民李女士在就诊时
使用医保电子凭证，感受到了“无卡”就医的方
便，“以前找不到医保卡，就医无法享受优

惠，现在参保人通过医保电子凭证就可以享受
各类医疗保障服务。”

不少地方的医疗保障从“卡”转为“码”，
助力医保高效便民。天津市推动医保电子凭
证在医院场景全流程应用覆盖，积极拓展医
保电子凭证在医院端预约挂号、缴费扣款、
检查检验、药房取药、报告打印、病历查询
等场景应用，方便参保群众使用医保电子凭
证看病就医，改善人们的就医体验。

业内人士认为，医保电子凭证是打通医保
领域全流程便民服务的一把金钥匙，医保电子
凭证全国通用、方便快捷、应用丰富、安全可
靠，在优化医保便民服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知》提出的“医保电子凭证全流程使用”，将
在改善就医购药体验、“互联网+”医保服务、优
化适老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

解决异地就医难点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员流动成为常态，
异地就医需求凸显。《通知》 提出，开通医保

关系转移接续“跨省通办”服务，方便群众线上
申请、查询办理进度。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方便参保人
线上办理异地备案……针对异地就医的一系列
举措顺应了更多人的异地就医需求。

近年来，异地就医报销不断优化，实现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转变。不断优化的
医保便民服务，不仅改善人们的就医体验，
也助力织密织牢医疗保障网。住在上海的山
东人张芬说：“从前在外地看病住院走医保很
麻烦，现在只要打开手机上的国家异地就医
备案小程序，办理一下就能在附近看病，操
作简单而且可以在小程序上查询最新的备案
进度。”

政策措施有力，落实是关键。国家医保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医保
便民服务，有效提升医保公共服务能力，把
16 项便民措施纳入 2023 年度医保经办服务规
范化建设内容，将落实情况作为经办管理服
务评价的重要指标，确保首批 16 项医保便民
措施在各地尽快落地见效。

医保“网上办”，便民新举措
海外网 武慧敏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国家医

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实施医保服务

十六项便民措施的通知》，提出推进

医保服务“网上办”，依托医保服务

平台“个人网厅”“单位网厅”，实现参

保查询、参保信息变更等高频事项

“网上办”，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

腿”。专家认为，依托数字赋能，推

动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全流程应用，

可以让医保服务更精细、更高效。

本报北京电 （记者谷业凯） 国内
高校最大的云上科研智算平台近日
在复旦大学上线。这台为发现和解
决复杂科学问题而建的科研“超级计
算机”由复旦大学与阿里云、中国电
信共同打造，以先进的公共云模式提
供超千卡并行智能计算，支持千亿参
数的大模型训练，在国内高校中尚属
首例。

据介绍，该平台由面向多学科融
合创新的智能计算集群“切问一号”和
面向高精尖研究的专用高性能计算集
群“近思一号”两部分组成。基于高速
数据传输网和云计算技术，部署在复
旦校内的“近思一号”和托管在 1500公
里外阿里云乌兰察布数据中心的“切

问一号”连成了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超
级计算机”。复旦 4个校区的所有实验
设备都能高速接入，做到异构算力统
一管理，计算任务统一调度，满足不
同应用场景下的科学智能研究与应用
需求。

目前，首个基于该平台训练的科
学大模型成果已正式发布。复旦大学
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李昊团队
于近期发布了 45亿参数量的中短期天
气预报大模型，预测效果良好，预测
速度从原来的小时级缩短到了 3 秒
内。未来，该平台还将持续扩大其算
力规模，并向科研机构、高校、医
院、高科技企业等开放，以更普惠的
算力长期支持部分科研项目。

云上科研智算平台在复旦大学上线

浙江省推进农业、旅游、康养等乡村新业态，农家乐、民宿、农家小
吃、乡村非遗产品等地方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和村民增
收。图为主播在金华市浦江县杭坪镇乌浆村的花海间直播卖花。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在山东省滨州市的一处24小时医保智慧云药房，市民自助扫码购药。 董乃德摄 （人民图片）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电商物流产业园韵达快递公司分拣中心，工作人员对快递包裹进行装卸、分拣、运送。 周 永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