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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快合作开展之前，唐财根所在的邮
政网点每天只有四五十件包裹，现在达到
了三四百件，2022年“双 11”高峰期时达到
六七百件。

从摩托车、皮卡车到小面包车，再到
如今的大货车，随着快件数量的持续增
长，唐财根的投递工具也逐步升级。这也
是山区群众幸福生活的见证。唐财根说：

“大家日子越过越好，包裹里除了有水果、
海鲜等，还有一些洗衣机、电冰箱、油烟机
等大家电，有时还有一些墙板、地板等装
修材料。所以，投递工具得跟上，不能‘掉
链子’‘扯后腿’。”

便利的物流体系和优质的物流服务
也给余姚山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吃的用的都能从网上买，唐师傅给
送到家里，现在住在山里和城区没什么
区别。”对于这两年邮快合作快递进村带

来的便利，四明山镇梨洲村村民王大爷
最有发言权。最早的时候，王大爷买件
衣服要去梁弄镇，想买件好点的衣服要
辗转余姚市区，很不方便。“现在，想买什
么只要告诉孩子，他们就会挑选妥当，网
上下单，我只需要等着投递上门就行。”
王大爷说，想寄点番薯枣子、笋干等山货
给孩子，也很方便，当天就能发出去，别
提多方便了。

共富路上，发挥作用的不止邮快合作
快递进村，余姚邮政的线上平台“邮掌柜”
也成为一抹亮丽的风景。

在大岚镇小岩岭头的一处养鸡场，养
殖 户 沈 海 江 在 这 里 养 土 鸡 已 有 18 年 。

“2004年大概只卖出 200只土鸡，2022年在
邮政的帮助下预计可以卖出 4000 多只。”
沈海江细数这些年的变化，那时交通不
便、物流不畅，他便托朋友把土鸡带出去

销售，或者等人上门来收，定价也没有话
语权。后来，余姚邮政主动上门，把沈海
江的土鸡放到余姚邮政的线上平台“邮掌
柜”系统，帮他拓宽土鸡销售渠道。如今，
沈海江不再担心土鸡销路，只需一门心思
提高土鸡的品质。“土鸡在‘邮掌柜’上架
后，知名度大大提升，有不少人专程来我
的养鸡场买土鸡。 2023 年土鸡销量预计
可以达到 5000只。”

包立勋表示，“邮掌柜”依托邮政网点
配送，致力于为农产品上行提供专业化供
应链快递服务。现阶段，“邮掌柜”可以为
消费者提供各类特色农产品的配送服务，
服务范围辐射余姚主城区和慈溪浒山主
城区三环内，当天下单的农产品快件可以
确保当天甚至 1 小时内完成配送，服务速
度堪比送外卖，打通了山区特产、当季生
鲜等农产品进城渠道。

物流体系更完善 乡村振兴添动力
□ 王宏坤 刘晓阳

“ 唐 师 傅 ，又 要 进 村 投 递 了 ？”“ 是
啊，得赶紧出发，有 12 个村要跑，几百件
快件。”近日，在浙江宁波余姚市四明山
镇邮快合作网点，和来网点取件的村民
打完招呼，邮递员唐财根就拉着满满一
车快件出发了。

以前，四明山镇的群众得坐车到 40

公里外的梁弄镇上取快件，现在不光镇
上群众可以享受“家门口收件”的便利，
该镇 12 个建制村的村民也享受到了和
城里人一样的互联网生活。这样的惬
意是从该市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加快推进邮快合作助力快递进村后开
始的。

打好“合作牌”兜底快递进村

四明山是革命老区，山路逶迤，物产
丰富。由于村与村之间较为分散、路程
较远，收件少、业务量不大，各快递品牌
进村寄递成本较高，快递进村一度推进
困难，山货出山更是遇到“最先一公里”
梗阻。

快递进村，单打独斗行不通。怎么
办？在宁波市邮政管理局的指导下，余姚
市统筹各方资源，打好“合作牌”，以“一点
多能、一网多用、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县
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为基础，通过推进
邮快合作、客货邮融合，不断健全农村物流
服务网络，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助力红
色革命老区共同富裕。

余姚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包立勋
表示，该市正在积极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
体系建设，总体建设方案包括 2个县级共配

中心、15 个乡镇处理中心、261 个村级综合
服务点。通过第一阶段的建设和改造提
升，目前已建成 2 个共配中心、1 个乡镇处
理中心和 85个综合服务点。

四 明 山 区 域 共 配 中 心 便 是 其 中 之
一。四明山区域共配中心位于余姚市梁
弄镇，于 2022 年 6 月正式投用，软硬件共
计投入 200 万元左右，配送范围辐射梁弄
镇、大岚镇、鹿亭乡、四明山镇 4 个乡镇，
为进一步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
双向流通渠道，推动乡村振兴打下了扎实
基础。

“共配中心集快递共配、农产品常温
仓、冷链仓等功能于一体，使山区进出港件
双向流通节点功能得到质的提升，切实解
决了农村群众寄递难题，获得地方群众一
致好评。”包立勋表示。 打好“惠民牌”助力共同富裕

与此同时，余姚市全力推进邮快合作，
兜底解决偏远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宁波
市邮政管理局的引导下，余姚邮政积极发
挥资源优势，与多家快递公司开展邮快合
作，以共配中心为中转节点，由邮政负责
山区“最后一公里”配送。

目 前 邮 快 合 作 已 覆 盖 大 岚 镇、鹿 亭
乡、四明山镇的 38 个建制村，快件投递量
最初每月只有 1000 多件，现在每月近 2 万
件，增长了近 20 倍，累计代投量达到 24.8
万件。

在客货邮融合方面，余姚市通过遍布
城乡的公交车辆富余装载空间将快递商
品及时送达乡村服务站点，推动形成“农

产品 +电商 +快递 +便民”的服务模式，实
现节点资源集约利用，进一步提高农村
物 流 网 络 节 点 覆 盖 率 及 农 村 物 流 组 织
率，支撑城乡双向物流配送网络有效衔
接，打造四明山蜂蜜、大岚土鸡、鹿亭粉
丝等优质农产品出村快速通道，为村民
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拓宽了增收致富渠
道。

“合作后，不仅快递企业、公交公司、
村民受益了，我们邮政企业的运输成本
也下降了，每条线路少投入 3 万元。”包
立勋说，“依托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和多
方合作，今年余姚邮政已拓宽助农销售
1900 余万元。”

打好“引导牌”推进邮快合作

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发布的 2022 年
12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
气指数为 46%，较上
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
中 国 仓 储 指 数 为
48.7% ，较 上 月 回 升
4.6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会长助理何辉
认为：2022年 12月份，
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
月继续回落。从指数
上看，业务量和新订
单数量降低、库存增
多、库存周转减慢、从
业人员数量减少，同
时受供需关系影响，
物流服务价格上涨。
从区域看，东中西部
地 区 均 位 于 收 缩 区
间。从企业规模看，
除大型物流企业业务
需求位于扩张区间，
中小微型物流企业仍
位于收缩区间。 2022
年 12月由于新冠病毒
感染疫情冲击，业务
量需求不足，企业到
岗率下降，随着各地
平稳渡过疫情高峰期
后，经济秩序将有序
回归正轨，物流行业
将恢复至正常水平。

业务总量和新订
单指数回落。2022 年
12 月份，业务总量指
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
为 46%和 45.2%，较上月分别回落 0.4 和 0.7
个百分点。

从业人员指数回落。2022 年 12 月份，
从业人员指数为 44.2%，较上月回落 3.2 个
百分点，显示出物流行业劳动力有所不足。

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回升。 2022 年 12
月份，物流服务价格 50.4%，较上月回升 2
个百分点，显示出受供需关系影响，物流
服务价格短时上涨。

（中物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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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在笔者眼里是物流行业备
受瞩目的赛道和风口，回眸 2022，笔者想谈
谈对智慧物流发展的感悟。

展现实力

2022 年 8 月 31 日—9 月 5 日，2022 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国家会议中心
和首钢园区举办，中国邮政速递物流、顺
丰、中通、圆通、韵达、申通、菜鸟、美团配
送 8 家会员企业联手打造的“快递服务”展
区，展示了自研快递智能新设备、新产品，

发布了科研成果，阐述了智慧物流的发展
理念。

中国邮政速递展出了邮政无人机以及
“会说话”的明信片设备；中通展示了末端
无人配送设备体验场景下的先进成果——
油电混合快递无人机；美团配送“打包”展
示了 9 项创新服务产品，其中，骑手的“智
能安全头盔”，融通了物联网传感器检测技
术、智能语音交互技术。

除了硬件，还有软件。韵达的“大掌
柜”系统为快递网点提供快递全生命周期
的全面监控；申通展示了自主打造的“申小
蜜”快递网点智能客服系统；圆通为亚运会
量身打造了物流运作及控制信息系统——
亚运物流数字管理系统。京东物流展示了
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智能快递车，最大可载
重 200 公斤，可续航 100 公里，集成了高精
地图生产、融合感知、行为预测、仿真、智能
网联等 10 大核心技术，可以实现 L4 级别自

动驾驶。
京东物流，有较丰富的场景和一线数

据，其研发的无人机、无人配送车、立体仓
库，都走在行业的前列。服贸会上，物流龙
头企业展示了其新的智慧科技产品，标志
着物流企业在智慧科技领域的突破更加深
入。

第五届进博会上，联邦快递，ups，DHL
等国际快递巨头悉数登场，更让人瞩目的
是国内物流企业面向全球展示了中国智慧
物流的创新产品，发出中国声音、增强中国
物流企业国际影响力。极兔携手海尔生
物，共同打造规范化、标准化高端温控物流
产品，共建全球航空温控产业生态平台；美
团无人机与全球房地产专业服务和投资管
理公司仲量联行（JLL）推出面向商办楼宇
集群场景的无人机配送项目；中远海运、菜
鸟物流、嘉宏集团、圆通、韵达等国内知名
物流企业也都展示了自主研发的智慧物流
产品。

制造融合

中国制造业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
内需潜力，近年来，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速接近 10%，以华为、大疆，海康威视为骨
干的高新制造业不断释放出中国制造的强
大发展动力。

数据显示，工业品从原材料采集、生产
制造到消费端整个流程中 90%以上的时间
处于物流环节。笔者认为，制造业能否继
续保持优势，关键在物流，在供应链，制造
企业与物流企业在供应链运作中要深度融
合。物流贯穿生产和销售的所有环节，如
何让智慧物流系统满足智能制造时代的企
业发展需求，让二者有效融合，是当前政府
与企业关注的重要问题。

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具有政策红利。
2020年，13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推动物
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为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
促进物流业制造业协同联动和跨界融合。

智能制造风口下，从原材料采购、产品
生产到最终销售，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智慧物流系统正在成为推动制造业物流发
展的重要引擎，为制造企业构建柔性供应
链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提供了可
能。

“制造+智慧物流”的融合发展，促进了
制造的进步与智慧物流的发展，智慧物流
服务的快速发展是一种发展趋势，它渗透
到制造业，推动了制造业核心产品的研发
提升和结构升级。智能制造已成为当前制
造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并成为制造业创新
升级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协同共享

在笔者看来，物流已从附属服务转变
为提高制造企业市场竞争力，降低成本，挖
掘利润空间的重要一环，物流企业与制造
企业融合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以物流为内
涵的供应链越来越显出重要作用。

2022 年的智慧物流，基于技术创新，但
不囿于自身技术创新，而是遵循实体经济
发展客观需要，将一个个共性关键技术创
新产业工艺化，最终实现全产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为中国制造业由中低端向高
端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智慧物流的核心
是“协同共享”，与制造业融合的价值在于
对物流的深度认知和适配能力的提高，深
度认知赋予了它超越竞争者的产业适配
力，能够打穿从 B 端到 C 端的生产关系全
链路。

据数据测算，2022 年我国智慧物流市
场规模达 6995 亿元，到 2025 年我国智慧物
流市场规模可能会超过 10000亿。

以笔者之见，我们正处于设计和制造
产品革命的风口浪尖，高质量增长的中国
产业链对物流要求不断提高，从过去单一
的点状服务，向全链路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偏移，加快不同链路的物流资源整合，成为
发展方向，制造与智慧物流的融合将在
2022年的基础上阔步前行。

智慧物流如何迈向新台阶？
□ 絮语

快递运输车。

智能物流场景。 本版图片由本报资料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