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0 月 2日 星期日5 特别报道

②②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刘辛未 美 编 夏 祎

①①

邮政快递业连接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田间地头，一辆辆快递

物流货车满载着大江南北的丰收果实；在高速运转

的传输带上，一件件快递包裹争分夺秒奔向下一个

流转环节；在大街小巷，一句句“有您的快递”成了很

多人最常听到的问候。

邮政快递业连接千城百业、联系千家万户，是畅

通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渠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邮政快递业持续高位运行、规模全球领先，供给结构

持续优化，产业融合更加紧密，市场活力全面迸发，

行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大到强的跨越，服务生产、

促进消费、畅通循环的现代化先导性作用进一步发

挥，建成了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邮政业，迈

上了交通强国邮政篇建设的新征程。

综合实力持续增强

又是一年丰收季。在陕西西安市周至县，40 多

万亩猕猴桃逐渐成熟，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搬运。“通

过快递，每斤猕猴桃的售价比批发商的收购价多了

近 2 元 ，按 亩 产 3000 斤 算 ，一 亩 地 能 多 赚 近 6000

元。”周至县果农李赞厚坦言，“白天采摘然后包装，

傍晚装车发货”已成为很多果农、果商的日常。

同样的场景正在全国各个农产品主产区发生。

东北大米、广西百香果、山东苹果、云南鲜花⋯⋯电

商快递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更加畅通的农村

物流也推动着一大批有地域特色的农业产业持续

壮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邮政网络加速下沉，实

现了‘乡乡设所，村村通邮’，基本构建了覆盖全国、

深入乡村、通达全球的邮政快递网络。”国家邮政局

副局长戴应军介绍，目前，我国邮路总长度（单程）

超过 1000 万公里，快递服务网络总长度（单程）超

过 4000 万公里，拥有邮政快递营业网点 41.3 万处，

广泛覆盖的邮政快递网络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提供了重要保障。

同时，高铁快递取得突破，航空快递运能不

断增强。快递专业类物流园区超过 400 个，无人

仓、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设施、装备加快应用，

快件最高日处理能力近 7 亿件。快递电子运

单、循环中转袋基本实现全覆盖，新能源和清

洁 能 源 车 辆 广 泛 应 用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日 见

成效。

邮 政 普 遍 服 务 均 等 化 水 平 持 续 提 升 。

“十二五”时期完成了 8840 个空白乡镇邮政

局所补建任务，“十三五”末建制村全部实现

直接通邮，投递频次深度、全程时限持续改

善。快递网点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建制

村快递服务覆盖率超 80%，年人均快递量

达 76.7 件。快递服务产品种类更加丰富，

用户满意度保持在较高水平。

10 年来，邮政快递业治理能

力持续提升。推动修改邮政法、

出台《快递暂行条例》，加快构建

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邮政快递

业 法 规 、规 划 、政 策 、标 准 体 系 。

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

场主体活力。加强安全监管机构队伍建设，实施寄

递渠道安全监管“绿盾”工程，行业安全监管水平加

快提升。人才队伍能力素质明显提高，基层员工权

益保障持续推进，行业文化和软实力全面加强。

“邮政快递业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抗疫保供、

保通保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打通大动脉、畅

通微循环作出了行业贡献。”戴应军说，从 2012 年到

2021 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从 1980.9 亿元增长至

12642.3 亿元，年均增幅达 22.9%；行业业务收入与全

国 GDP 的比值从 0.37%提升至 1.11%。快递业务量

从 57 亿 件 增 至 1083 亿 件 ，已 连 续 8 年 居 世 界 第

一位。

发展质效显著提升

每一次网购下单，消费者都想尽快收到心仪的

商品。特别是在电商大促期间，服务质量和时效都

考验着快递物流企业的实力。

今年 5 月 23 日起，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纷纷进

入大促预售期。5 月 31 日晚 8 点起，一大批预售商

品开始配送。“8 点下的单，10 分钟就收到了，送货太

快了！”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李女士感叹道。

极致体验的背后，是邮政快递企业对服务质效

的不懈追求。比如，前不久顺丰航空优化航班生产

保障方案，新增一架宽体全货机运力投入深圳至北

京的航线，助力提升华南往来华北之间的快件空运

时效与品质。再比如，总投资 4000 多万元的中通快

递周至分拨中心已于 8 月 17 日正式升级投入运营，

15 条升级改造后的自动化分拣线每小时最大操作

量达 5 万件，为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农产品

流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邮政快递业政策红利不断释

放，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流通成本加速压

降，规模优势加速显现，有力支撑了各类电商快速发

展，极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用邮需求。与此同时，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北斗导航等先进技

术与行业结合更加紧密，“小黄人”、无人机、智能仓

等国产快递物流装备广泛应用，基本实现了服务功

能多元化、寄递服务快捷化、内部作业自动化和生产

组织信息化。

如今，我国快递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快递服务

满意度调查显示，2021 年，快递服务总体满意度得

分为 76.8 分。全国重点地区快递服务时限准时率测

试结果显示，2021 年，全国重点地区快递服务全程

时限为 57.08 个小时，同比缩短 1.15 个小时；72 个小

时准时率为 77.94%，同比提高 0.83 个百分点。

邮政快递业不仅为千城百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的

服务，更方便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末端

服务市场发展迅速，在模式创新、产业融合、

科技赋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今年 4 月，上海等地新冠

肺炎疫情多发散发，美

团 连 夜 调 动 一 批 自

动配送车，助力上

海社区解决抗疫物资“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据了

解，美团自动配送车共参与了上海瑞金医院、复旦大

学、绿洲康城等 15 个社区的抗疫保供工作，为社区

居民、学校师生、医院医护人员配送生鲜果蔬、外卖

餐食等生活物资。

“两进一出”加速推进

10 年来，邮政快递业在服务生产、促进消费、畅

通循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

了高效衔接，已成为现代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成为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助力。

“快递公司没有进村时，我们种的葡萄只能走线

下批发，销售渠道单一。”广西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

毛竹山村葡萄种植户许玉玲说，现在快递进村后，发

货方便了，售价和销量都上去了。一直以来，毛竹山

的葡萄因味道好而闻名，但葡萄保鲜期短、高温易变

质、抗挤压能力差。经过多次实践总结，邮政快递公

司给出了寄递解决方案。“我们通过悬空袋中袋、航

空科技冰与泡沫箱结合的方式，解决了葡萄邮寄易

破损的问题，破损率降低至 1‰以内。”广西顺丰速

运全州经营分部负责人朱鹏介绍。

今年年初，“快递进村”被写入 2022 年中央一号

文件，这让正在全力推进“两进一出”（快递进村、快

递进厂、快递出海）工程的快递人兴奋不已。实际

上，在过去几年，邮政快递业一直在推进“快递进村”

工程。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快递进村”比例超过

了 80%，苏浙沪等地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山西、

黑龙江、山东等地取得重大政策突破，交快、邮快、快

快等合作进一步深化，共同配送、客货邮融合等新模

式不断涌现，新增 15.5 万个建制村实现邮快合作。

此外，2021 年快递业还培育出了江苏宿迁花木等

100 个业务量超千万件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

在提升农产品流通效能、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方面，邮政快递业已成

为商品流通的加速器、服务电商用户的主渠道，年支

撑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超过 10 万亿元。在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方面，形成入厂物流、仓配一体化等模

式，供应链服务能力逐步增强。

与此同时，快递出海持续推进，各个快递物流企

业也在加速布局跨境业务。截至目前，极兔国际的

快递业务已覆盖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泰国、

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在越南，中通国际已开通一级

网点超过 120 个，服务覆盖率达 95%；菜鸟服务于进

出口外贸的跨境仓库突破 100 个，覆盖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邮政快递业正通过强化全链条跨境服务，持续

加大跨境网络建设力度，加快建设全球性国际邮政

快递枢纽集群，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

供自主可控渠道，为保障国际

供 应 链 安 全 、服 务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作 出

积 极 贡 献 。”

戴应军说。

图图①① 河北省白沟新城中

通快递进出港分拣自动化操作

车间，员工正在分拣发往全国

各地的包裹。

冯 云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今年 4 月，美团自动

配送车参与上海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支持医疗、日用品等物资

的配送。

吴 用摄

智 慧 绿 色 日 照 港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从传统的上水煤接卸到如今的流程化吞

吐，煤炭业务在日照港的跃升，可以说是我国

物流运输发展的一个缩影。”站在山东港口日

照港石臼港区南区智能运营中心的监控屏幕

前，石臼港区南区建设现场指挥张守波说。眼

前纵横交错的流程皮带，展现着这座现代化智

慧绿色港口的独特风采。

日照港是一座“因煤而生”的港口，特别是

2014 年 12 月瓦日铁路建成通车后，日照港的

区位优势越发明显。然而，环保问题也随之而

来。城市发展需要清洁秀美的海岸线，产业发

展也需要更加智慧绿色的港口。为有效解决

港城发展矛盾，日照市着手规划退港还海工

程，将靠近主城区的日照港石臼港区东作业区

2 个 10 万吨级煤码头及煤炭作业区，逐渐迁移

至远离城区的南作业区，日照港东煤南移工程

应运而生。

为推动此项工程以更高标准推进，张守波

带领建设团队召开了 1000 多场审查会、专题

会、推进会，逐渐构建起“重来重

回、互联互通、流程简约、工艺完

善”的集疏运工艺流程体系，

全 面 加 快 集 流 程 化 、无 人

化、智能化、绿色化于一

体的大宗干散货智慧

绿色码头建设。

从能源的地理分布以及东南沿海经济发展

来看，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格局将长期存

在。随着瓦日铁路运力的逐步释放和山西焦煤

集团日照千万吨级配煤基地投入使用，日照港大

宗干散货智慧绿色码头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今年 1 月，由张守波主持研发的翻车机摘

钩机器人成功实现火车车厢全自动摘钩无人

化作业，打破了 30 多年人工摘钩作业模式，作

业效率提升 12%，同时减少人员配置 30%，预计

每年节约人工及能耗成本 700 余万元。与传

统煤码头作业现场相比，日照港南区流程化作

业减员 75%。

日照港在管理扁平化、设备自动化、生产

智能化等方面先行先试，使大宗散货作业向着

流程化、智能化、集约化方向迈进。

作为日照港东煤南移配套工程，经过修复

整治的海龙湾由昔日煤堆场变身 46 万平方米

的“金沙滩”，与城市生态旅游岸线连成一片，

为城市发展带来全新空间。

整个工程完成后，运煤车辆将直接从日照

港南部港区进出，不再穿越城市居民区。港口

的工艺布局也将不断优化，环保措施更趋完

善，集疏运越发畅通，港口与城市将会谱写出

一曲更加悦耳动听的绿色发展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