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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贺 勇） 记者近日从
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了解到，为实现“没
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事项一律取消”这一
目标，北京市决定取消 24 项证明事项，其
中，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设定的证明事项 10
项，公共服务企业设定的证明事项14项。至
此，北京市所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水、
电、气、热、有线电视等公共服务企业设定
的证明全部取消。

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处处长吉咏罡表示，2016年以来，北京市

坚持市区联动、分批推进的方式，前期经过
4批清理，市级证明从314项清理至61项。今
年，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对市级保留的 61
项证明进行了研究清理，形成了第五批清理
证明目录方案。

第五批取消的10项证明主要涉及北京市
司法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教委和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4 个部门。例
如，过去在北京市小学、中学取得学籍并就
读的流动人口，申请办理居住证时需提交的
所在学校开具的就读证明，现在申请人只需

提交学生证 （卡） 就可以办理，大大方便了
群众办事。与此类似，这 10 项证明取消后，
将改为告知承诺、提交证件凭证、网上审
报、部门内部核查或综合调查的方式办理，
均不需要申请人再提交证明。

与此同时，北京还开展了电、气和有线
电视领域的证明清理，共取消14项证明。证
明取消后，有的事项直接办理，有的改为申
请人提交相关证件、凭证，信息共享，有的
由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核验等方式办理。

第五批清理证明后，北京市已累计取消
证明277项，精简比例84%。其中，基层开具
的证明从原来的 203 项，减至 17 项，精简比
例为92%。

未来，北京市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需保
留51项证明，这些事项全部系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设立。其中，国家法律法规设定 28
项，国家部门规章和文件设定2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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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湖州市安吉
县山川乡有着海拔 1000
多米的云上草原，成为
乡村旅游的新高地。图
为 11 月 17 日，在山川
乡云上草原景区里，游
客开心地游玩。

夏鹏飞摄
（人民视觉）

10月24日，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龙华
镇双东村外的崇山之上，“乌东德工程”
广东受端交流配套工程第一标段正在紧张
施工。项目负责人沈春杨在塔基下忙前忙
后地协调工程进度，几名施工人员头顶烈
日爬上 110 多米高的塔顶，在牵引机的轰
鸣声中，将 3 吨多重的铁塔横担稳稳镶嵌
在金具接口处。

目前在建的项目是乌东德输变电工
程，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
点输电通道建设项目之一。

“乌东德工程”西起云南昆明，落点
分别为广西柳州、广东惠州。项目投产后
将给广东带来直观的“绿色效益”：每年
可减少珠三角发电燃煤 640 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1600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2.3万吨，因此每一座铁塔，都是名副其
实的中国“绿树”。

“像这110米高的铁塔，一上一下很费
体力，有时候为了节省体力，不耽误工程
进度，一般施工人员会早上带着干粮和水
壶上塔，下午把高空作业完成了才下塔，
中午如果累了，就绑着安全绳直接在塔上
休息。”该工程惠州全段的项目经理陈义
告诉记者，能亲手将“乌东德工程”这张
世界级的蓝图在龙门变成现实，是一件幸
福的事。看着眼前逐级立起的铁塔，陈义
脸上充满了自豪。

之所以称为“世界级”，是因为这项工程
创造了4项世界第一：世界容量最大的特高
压多端直流输电工程、世界首个特高压多端

混合直流工程、世界首个特高压柔性直流
换流站工程、世界首个具备架空线路直流
故障自清除能力的柔性直流输电工程。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供电局作为该国家
级工程的建设单位之一，组建了经验丰
富、管理专业、技术精湛的施工团队参与
建设，并在工程项目部成立了临时党支
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让
党员带头攻坚克难，以“高质立业”的理
念打造精品工程。

“一项造福于民的工程也是件艺术
品，每一颗螺丝不但要拧到位、发挥功
能，还要安全、规范、美观。”这是陈义
对于工程建设的基本要求。可达到这样的
要求却绝非易事：沿线地形有超过 40%属
于高山峻岭，全长约 90 公里的线路路径
里，要架设铁塔321基。

地理跨度大、工期要求紧、技术要求
高，施工高峰期避不开广东雨季……为确
保按期完工，在保证安全与质量的前提
下，施工现场机械火力全开，工人和技术
人员不舍昼夜。

“目前我们的项目建设正在全面提
速，惠州段全线已完成青赔工作，完成基
础浇筑 220基，16基铁塔已进入组立塔阶
段。预计明年 3 月，惠州段的工程将全面
完工。”陈义表示。

据悉，“乌东德工程”全线投产后，
云南清洁水电将直接输送到广西、广东的
负荷中心，为广东经济发展、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提供丰沛的电能。

“乌东德工程”广东受端交流配套工程建设提速

每座铁塔都是一棵绿树
本报记者 孙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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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昼夜，来车就干活”

停车场的中间留出了一片空地，远远近近堆叠着许
多快件的小山。在俯身起身忙着分拣的人影之间，记者
见到了孟凡雨。这是 11 月 14 日，立冬之后北京的早上，
在此之前，她已经在这里度过了3个晚上。

因为“双 11”期间快件大增，孟凡雨所在的京东物
流北京泛海营业部选择了这个停车场作为临时的快件卸
载和分拣地点。孟凡雨告诉记者，平常每天的快件量不
到3000件，而“双11”期间，每天有接近8000件，只能
选择更开阔的存放、分拣点，同时加派人手，赶紧将快
件“分拣出清”，抢出时效。

不远处，还有京东物流另一个营业部、天猫一物流
站点都将临时点设在这里。从夜里一趟趟货车卸载、白
天争分夺秒地分拣到一辆辆快递小车的装车、配送，自
11月11日零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这个临时站点就开启
了昼夜不停的“迎战”状态。

孟凡雨的这一天是从凌晨5点开始的，随着夜行货车
的远光灯光线投来，她赶紧起来卸货、验货，眼前这堆
快递的“大山”就是这趟车运来的成果。“验货环节不能
出错，只能自己来。”孟凡雨说，所有到达营业部的快
件，得验一次条码，这边验证，那头系统里消费者就能
查到快递已经到达站点。

这个夜里还算“平静”。“双 11”当天晚上，大概来
了有10辆车。“一晚上只能歇五个小时，基本上是来了车
就干活。”

夜里验货、卸货、看货，人手少些，而到白天，前
来支援的公司同事不少。

在刚卸载的一座“大山”旁边，标明了许多不同
的区域范围，要按照快件上的地址再次进行分拣，方
便快递员更快装车配送。没多久，“大山”被分成了许
多“小山”。等早上已经出车的快递员们配送回来，他们
又将把这些“小山”装进快递车里，一趟趟配送出去。
到了下午，新的货车还将抵达，临时站点里又会多出几
座“大山”。

在货车没来的间隙，孟凡雨赶紧回了一趟营业部的
办公地点，处理客服反馈、客户需求、系统异常，还有
消费者联系上门取货……她的电话没有停过。

就在她座位的身后，一位快递员正在简易折叠床上
短暂地补觉。“‘双11’期间，很多快递员都在营业部这
儿休息。”29岁的孟凡雨是营业部的负责人，团队还有11

位快递员，从 20 岁出头到 40 岁不等，全是男性。“大家
一样，都是拼命干。”电脑前面，孟凡雨头也没抬地说。

“加班加点，配送速度更快”

下午1点多，陆续有快递员送完一趟回来了。这会儿
大家进进出出，手里抓紧吃点零食、泡面，营业部办公
点一时有些热闹。27岁的孙彬也没顾得上正经吃饭，处
理了上午带回来的待寄件、客户的退换货需求之后，下
午2点，又准备出发了。

“你没看到早上那一趟，车顶上码得老高，还得用绳
子捆好固定。”一边将快件装车，孙彬一边向记者介绍。
按照“双 11”成倍的快件量，单靠原来的人手肯定不
够。这次，营业部的快递员临时增加到 20名，大家一趟
趟满载满出，避免快件囤积。同一个区域，孙彬跟快递
员“小二”一起搭档，送完早上一满趟，再加上两人一
分，中午这趟的快件量已经不至于夸张。

“平常一个人一天送 150件快递左右，‘双 11’期间，
得两个人，每人每天有三四百件。”孙彬说。这几天，孙
彬都是晚上 12 点多收工躺下，早上 5 点半起来接着干
活。不仅要争分夺秒，还要比平常送得更快。

分拣可以请人支援，但是装车不行。快递车厢就好
比快递员的“棋盘”，手中快件犹如棋子落下，那看似随
意的堆叠是他心中的格局排布，有他的秩序和讲究。大
部分放在车厢内锁好，有几件稍大的快递被放到了车
顶，还有几个小件放在了驾驶的座位上。他解释，一路
上会先经过哪儿，再经过哪儿，放在车顶和身边的，随
手好拿。看起来是装快件，那小标签条上密密麻麻的地
址原来已经了然于心。

“上学的时候没觉得近视，干这行倒有点近视了。”
孙彬像是开玩笑。但手到眼到心到，要送得快，没点本
事不行。

办公大厦上下班有点，必须赶在 4 点之前把快递送
完，然后立马到小区配送……这条路线跑了一年多，孙
彬已经有了不少经验，而“双 11”这种特殊时期，更是
要将平日的窍门用到极致。

抵达办公楼前，孙彬卸下小拖车，将重物快速码
好，然后取出大袋，装下其余小件。进了电梯，先将重
物卸下到相应楼层，再由上至下，开始一一配送。孙彬
的脚步很快，在楼道里，常常一个转弯就不见了踪影。
他的记忆更强，当记者拿起小包裹苦苦搜寻公司门牌号
时，他脱口而出，“顾客座位就在进门右手的拐角处。”

这些工作常用的细节，在特殊时期便更见功夫。
加班加点，抓紧派送，抢出时效，“双11”期间，全

国有200多万名快递员像孙彬一样忙碌在一线，完成一年
中最需要跟时间赛跑的一场“大赛”。

预售、仓储、分拣更聪明

不只是这一个快递站点，在全国许多快递业务场
所，忙碌的场景都与之相似。正是在物流快递人员的争
分夺秒下，“双11”物流战绩也持续刷新。

根据菜鸟智慧物流的统计，“双11”快件签收过亿时
间越来越短：从2013年的9天，2014年的6天一路缩短到
2018年2天多。今年“双11”，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
反映，11月11日凌晨付款，最早的甚至第二天上午就收
到取件通知了。

除了处在物流末梢的站点配送越来越快，前端的预
售、仓储、分拣也更聪明了。

一方面，巧借预售“做文章”。本次“双 11”，不少
平台都推出了预售模式，用户可在预售期内先付定金。

这样，根据预售数据，结合日常交易量及购物车等大数
据进行分析计算，相当数量的商品会被运往离客户最近
的营业点。等“双 11”当日用户付完尾款后，货物便可
从就近的站点直接发货，大大缩短以往所需的物流时间。

例如，京东自 10 月 18 日便开启了长达 12 天的“双
11”预售，而天猫的预售期始于10月21日，持续到11月
10日。对快递公司而言，过去在11月11日之后往往要面
临堆积如山的订单，送货压力巨大，而今相当一部分订
单被前置，可以适当减轻后面的配送压力。

同时，电商和快递企业在物流环节上更加看中科技
的运用。

一些企业早就开启了智能仓库模式。菜鸟在未来园
区使用了传感器系统，运用物联网技术配合来代替人工
巡检；京东物流投用了智能物流仓群，不同层级的机器
人仓达到 70个。在分拣环节，苏宁上线了专门应用于小
件货物及拆零件的机器人。

晚上 6 点，北京的天色已经暗下来，路灯渐次亮
起。孟凡雨还在停车场坚守着，而孙彬又装满一车快
递，驶入车流中，把“双 11”的“战果”赶紧送到消费
者手上。

“双11”之后的一周，全国200多万名快递员要完成一年中最需要跟时间赛跑的一场“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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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快递送到了吗？“双11”购物热潮之后，这可能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今年的“双11”，天猫总成交金额达到2684亿元；京东累计成交金额超过2044亿元；苏宁全

渠道订单量增长76%；拼多多在前16分钟，汽车销量即破1000台。强劲的消费动能背后，快递行
业也面临一年中的大考。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11月11日全天，各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5.35亿快件，是二季度以来日常
处理量的3倍。预计今年从11月11日至18日的高峰期间，全行业处理的邮快件业务量将达到28亿件。

重要节点不爆仓、全网不瘫痪，而且以一年快过一年的速度刷新“双11”物流纪录，快递行
业是如何做到的？一线操作又是怎样的情形？记者日前走进了处在物流末梢的快递站点。

云上草原
迎客来

▲京东快递小哥在站点分拣快件。 配图由京东集团提供▲京东快递小哥在站点分拣快件。 配图由京东集团提供

▲京东物流自动分拣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