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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快递物流产业集聚区

驱车从桐庐县城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
开上 1 个多小时，便到了钟山乡子胥村。这
个村子还有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快
递村”。村里一面约20多米长的墙上讲述着村
庄与快递产业的故事——30多年前，23岁的
聂腾飞带领村里年轻人走出大山，骑着自行
车，往来运营上海和杭州之间的报关急件直
送业务，并创办了申通快递。

此后，韵达速递、圆通速递、中通快递
等“桐庐籍”快递企业相继创办。2010年，中
国快递协会授予桐庐“中国民营快递之乡”称
号。数据显示，桐庐现有快递及关联企业
339家，2023年实现营收385亿元，营收规模
在全县规上服务业企业中占比逾90%。

2020 年，“三通一达”总部项目签约落户
桐庐。2021年，位于富春未来城核心区块的
快递科技小镇诞生，力争打造快递物流产业
集聚区。

在桐庐高铁站不远处，就是高楼林立的快
递科技小镇。中通快运总部是这里首个整体
启用的总部大楼。步入其间，迎面是一块数据
实时滚动更新的电子屏——中通开发的数字
化道路安全运输效能提升监控系统，它通过陆
运、转运等多项数据的展示、挖掘、分析和预
警，为企业科学管理、精准决策提供依据。

2023年，中通快运的业务量达到1133.26
万吨，同比增长 20.2%。“未来物流业将依托数
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而展开竞争。”中通快
运董事长赖建法表示。除快运外，中通科技信
息研发管理中心、服务质量保障中心、网络
运营管理中心和全网车辆信息化管理中心等
4个部门也将落户桐庐。

“无人机又来送快递了！”镜头转向桐庐县
富春江镇蟹坑口村，青龙坞放语空民宿店长
王鹤翀的快递“从天而降”。取出快递，在中
通工作人员操作下，无人机迅速离开地面。

此前，中通快递已在桐庐开启了无人机配
送快递试点。“有的村庄在山区，进出不便，到
了冬天碰上路面结冰会有危险。”中通快递无
人机运营高级工程师杨俊介绍，用无人机配送
快递，不仅速度更快，而且方便安全。

快递小镇的通达大道沿线，还坐落着韵
达全球科创中心、申通国际总部、圆通国家
工程实验室创新研发基地等总部项目。

智能可穿戴设备、物流无人机、自动驾
驶车……在韵达全球科创中心，前沿装备的
创新设计与研发持续酝酿。韵达旗下桐庐韵
鹞科技有限公司也在桐庐成立，并在分水镇
一期规划了 4 条无人机航线，加速快递业数
字化转型。

今年5月1日，《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测试
与应用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杭州全市八城区

和桐庐县城区将作为智能网联车辆测试应用
区域。无人配送车，悄然进入日常生活。

从 2015 年开始，桐庐每两年都会举行中
国（杭州）国际快递业大会，为快递企业探寻发
展之道提供平台。“快递行业将会全面拥抱数
字化，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
术，提升快递服务的效率、质量和安全性，满足
客户个性化、多元化、高品质的需求。”韵达速
递董事长聂腾云说。

“链式”发展，完善产业生态

视觉智能、数据处理、装备制造……桐
庐快递物流产业链上下游迅速发展，一个快
递产业生态圈逐渐形成。

如今，总投资超百亿元的环球新材亚太
总部及表面性能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落子
桐庐；三诺电子长三角总部及产业基地项目
签约落地；总投资约 8 亿元的吉利棱镜全息
项目也将落户桐庐……“很多大项目选择落地
桐庐，一定程度上也是冲着‘三通一达’来

的。”桐庐经信局副局长华涌说，依托快递物
流行业，当地产业生态持续优化。

如何帮助企业以更低价格购买到更优质
服务？

完善产业链、畅通供应链、提升价值
链、强化创新链，成为桐庐推动快递物流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在看不见的“云
端”，桐庐搭建的集中采购中心日益活跃。

2020 年，桐庐和顺丰速运、“三通一达”
联合成立中国快递物流装备物资集中采购交
易中心，为快递物流企业与装备物资供应商
提供信息发布、交易撮合、集中议价采购等

服务。
在线上，登入集采中心推出的“快采云”

线上交易系统，点开“集采大厅”页面，就能看
到各家快递物流企业采购信息；“拼单采购”
模块汇集各加盟商共同的采购需求，降低采
购成本；“优品特惠”功能区则提供平台特惠
产品与特惠价格，定向推送给各加盟商与企
业总部……

作为平台管理方，集采中心可及时有效
掌握车辆、车厢、自动分拣设备等具体信
息，汇集原材料价格浮动、企业采购意向等
多方面内容，帮助桐庐制造业企业进一步获
取订单、掌握近期采购状况等。

截至目前，集采中心入驻供应商315家、
采购商 1731 家，交易额超 400 亿元。同时，
这里还设立 1 亿元奖励基金，鼓励快递企业
在桐庐采购。

“未来我们将瞄准建立快递物流业全产业
链体系，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科创产业和总
部经济，用快递赋能商业、会展、教育培训
等产业发展壮大。”桐庐经济开发区科创投公
司董事长方新说。

既让“大象起舞”，也造“蚂蚁雄兵”。
“业务范围由申通拓展至韵达、圆通与中

通，订单量增长1.5倍。”杭州祥龙物流设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赟进表示，作为桐
庐的一家物流设备企业，集采中心在家门口
就能找到所需资源，还能以更低价格购买到
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实现降本增效。

让在外“桐庐籍”快递企业“回家”

在快递科技小镇，矗立着一座 48 层 200
多米高的大楼。这是即将投入使用的韵达全
球科创中心。“没想到，只用33天就实现了项
目从签约、供地到基础开挖的全过程。”韵达
全球科创中心负责人黄春林说，项目通过代
办员协助办理，企业项目备案、签订土地成
交确认书及土地出让合同、设计方案报批等
环节，方便快捷。

不仅仅是韵达。中通快运总部筹划搬迁
时，桐庐职能部门和平台主动上门沟通，帮助
解决子女入学、公共交通、医疗资源等 8 个方
面的实际困难，为顺利搬迁夯实基础。

这是桐庐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缩影。“作
为快递企业‘三通一达’创始人的家乡，许多民
营快递虽是‘桐庐籍’，却并非‘桐庐造’。”桐庐
民营快递发展中心主任华良东说，一直以来，
桐庐在努力发挥优势，让在外“桐庐籍”快递企
业“回家”。

在快递科技小镇的快递物流增值服务中
心，宽敞的大厅内设置产业服务、法治服务、
集采服务、快递人家乡事服务和综合服务五大
专区，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综合
服务”。不仅如此，“快递物流之家”小程序也
已上线，下设“桐心卡”、集采平台、联系家乡、
产业发展、活动预约、综合服务等六大板块，不
仅可以实现个性化服务，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
过这个平台及时反馈，限时办结。

鼓励院校结合特色产业，开设快递物流
产业学院；出台专项招商政策，围绕税收优惠、
装备采购、费用补贴等方面支持产业发展；引
进建设一批优质中小学校，实施优质医疗资
源的迁建工程……一项项政策出台、一个个平
台建立，吸引更多人才来此扎根。近 3 年，桐
庐县内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生1.5万余人，
创了新高。

“在优化提升基本政务服务的基础上，我
们将进一步整合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市场
服务功能，为企业提供范围更广、层次更深
的产业、政策、人才、金融、科创、法律等
集成服务。”桐庐民营快递发展中心产业发展
科科长许晨昊说。

每到钟山乡蜜梨成熟的时节，“三通一达”
快递专车便将采摘好的蜜梨运到全国各地；在
百江镇，中通快递、圆通速递携手构建冷链运
输模式，助力百江蔬菜“走出去”；在子胥村，快
递人先后捐资兴建道路以及综合楼、大礼堂和
公共食堂等……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日益完善
的公共设施，吸引着“三通一达”在桐庐进行多
元投资，造福桑梓。

30多年来，以“三通一达”为代表的中国
民营快递企业早已走向世界。但无论身在何
地，偶有听到的桐庐乡音，总让人联想起“民
营快递之乡”的精彩故事。

▲“三通一达”快递车
将桐庐县钟山乡丰收的蜜
梨运往全国各地。

◀在桐庐县富春江镇
芦茨村中通快递无人机配
送试点，工作人员将快递
交给消费者。

▼桐庐县快递企业自
动分拣线一瞥。

桐庐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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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位于浙江杭州市区西
南方向，这里山环水绕，风光旖
旎，富春江穿城而过。漫步桐庐，

“通达大道”“申通大道”“圆通幸
福大道”等次第映入眼帘，各类
快 递 企 业 的 办 公 楼 坐 落 于 城
中。在这里，“快递”是绕不过的
关键词。

2023 年，申通快递、中通快
递、圆通速递和韵达速递（以下简
称“三通一达”）4家企业快递业务
量达878亿件，占全国的67%。作
为“三通一达”创始人的家乡，桐
庐集聚了300多家快递物流关联
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下，桐庐的
目标不只是“快递人之乡”，而是
致力于打造“快递产业之乡”，让

“桐庐籍”孕育更多“桐庐造”，树
立快递产业发展新标杆。

日前，本报记者走进桐庐，探
寻“中国民营快递之乡”的蝶变。

▲无人机在浙江省桐庐县派送快递。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开展
第二批中央企业原创技术策源
地布局建设，在量子信息、类
脑智能、生物制造等 36 个领
域，支持40家中央企业布局52
个原创技术策源地。两批布局
后，共有58家央企承建97个原
创技术策源地。

什么是“原创技术策源地”？
具体应该怎么建？2022年 2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
进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
地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提升国有企业原创技术
需求牵引、源头供给、资源配置、
转化应用能力，打造原创技术策
源地。”

2022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

科技创新局正式成立，并遴选出
首批29户“重点支持类”原创技
术策源地企业先行先试。经过
一段时间的积累、探索，中央企
业在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方面
形成了一些经验做法。

把准战略方向，加强基础
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国空
间站遨游苍穹、“天问一号”探
秘火星、磁悬浮列车“贴地飞
行”……中央企业大力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助力我国现
代产业体系逐步破解“缺基少
核”问题。

优化创新生态，完善产学研
合作方式。中国建材构建新材
料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吸引了不
少行业领军企业和高校院所；中
国华能创新研发合作模式，设立

首只 10 亿元规模科创基金，组
建650摄氏度高温材料等4个创
新联合体……近年来，中央企业
在集聚创新要素、深化创新协
同、促进成果转化、优化创新生
态上持续下功夫，培育优化创新
生态。

培育创新人才，打造优秀人
才活力竞相迸发的沃土。对关
键共性技术、核心技术研发实施

“揭榜挂帅”攻关，“揭榜”的研究
人员不受职务、职级、职称等门
槛限制；建立创新基金、科研奖
励性后补助等方式多样的研发
资金来源……中央企业不断创
新机制，着力培养、引进、用好科
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和高水
平创新团队。

在总结首批中央企业原创

技术策源地建设成效基础上，
结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新动
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发展新需求，国务院国资委
启动了第二批中央企业原创技
术策源地布局建设。至此，中
央企业优化形成了 8 大类 60 个
领域 201 个方向的策源地总体
布局。按照优化后的布局，第
二批中央企业原创技术策源地
更加突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更加突出前沿颠覆性技术布
局，更加突出以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创新。

下一步，国务院国资委将推
动各中央企业加大第一、二批策
源地建设力度，结合实际加快推
进“鼓励关注类”策源地建设，深
入实施“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等
11 个行动计划，力争在量子信
息、6G、深地深海、可控核聚
变、前沿材料等领域取得一批
原创成果，推动中央企业持续
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
力、激发创新活力，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

央企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本报记者 李心萍

央企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本报记者 李心萍

日前，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的储存环完成全环
真空闭环，标志着储存环全环贯通，进入联调阶段。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储存环束
流轨道周长约1360.4米，用于储存高能高品质电子束，同时产生同步辐射光，是世
界上第三大光源加速器、国内第一大加速器。

图为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全景。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