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安徽省黄山市，对当地农民来说，采茶、做茶，
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茶叶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
源之一。

早起上山好采茶早起上山好采茶
茶农们早出晚归赶进度茶农们早出晚归赶进度

每年的3月末到4月末，一个月左右的茶季，是黄
山茶农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4月27日，黄山市黄山区汤口镇三叉村。凌晨4点
半，天还没亮，65岁的村民吕石彩已经起床，准备去采
茶。老伴和往常一样准备早饭和中饭，他们要在茶园忙
一天。

要采茶，先要爬山。十几里地的山路，普通人爬上
个把小时，可能早已气喘吁吁，但对茶农来说，这已是
家常便饭。祖辈留下的做茶采茶的技艺，让爬山也成为
当地人的一项特长。吕石彩和老伴先骑半个小时的摩托
车，再爬半个小时的山路，到达海拔近千米的茶园。4
月的黄山，早晚温差很大。但清明节后的黄山毛峰，一
天一个价。茶农们为了赶进度，都是早出晚归，连中午
也不下山，就在山上随便吃点，便接着分头采摘，到日
落前才回家。

忙碌了一天，到晚上6点，天已近黑，吕石彩背着
两个竹箩回来时，满载着新采的鲜叶。此时，妻子已经
先他到家，开始对茶叶进行晾晒了。这一天，两个人加
起来可以采到四五十斤鲜叶。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对采下的鲜茶进行翻炒和烘
干。如今，村里家家都用球形的茶炒干机取代了传统人
工操作。这个炒干机，看起来像个大铁桶，铁桶脚下烧
炭火，工作起来，铁桶不停地翻滚，就像洗衣机一样。
当然，这炭火烧到何种程度颇有学问，温度高不得，低
不得，火候把握的拿捏，全靠观察火焰的颜色，听木炭
燃烧发出的声音。

吕石彩告诉记者，大约四斤鲜叶才能做出一斤干
茶。一个晚上，吕石彩加工十几锅鲜茶，才能做出几斤
茶叶。

茶做好了，关键是要卖出去。按照黄山毛峰的品
质，市场价格低的可卖每斤一二百元，贵的则近千元。
吕石彩说，对于散户茶农来说，买家主要是靠熟人推
荐。今年的产量较去年有所减少，但茶叶的质量更好，

采摘的茶叶如果都能卖出去，去掉雇佣茶工等人力成
本，能有2万多元收入。

吕石彩的女儿已经开始打理做好的茶叶，准备第二
天一早送到汤口镇上的中国邮政网点邮寄。按照计划，
这批茶叶要运往广东惠州，预计两天能够到达。

位于黄山北麓、太平湖畔的猴坑村，是太平猴魁
的主核心产区。在村民李媛家里，我们看到了太平猴
魁的制作过程。一进家门，李媛热情地给我们泡茶
喝，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李媛边介绍着，边拿出手
机，展示父亲炒茶的视频。老人家翻炒的手势很熟
稔，带得轻、捞得净、抖得开，那锅温度很高，但就
是烫不到手。

李媛平时在黄山市里工作，但每年到采茶季最繁忙
的时候，她都会赶回来帮忙。此时，母亲在厨房里为家
人和雇工准备饭。其他人则围坐在一起，都在为同一件
事情忙碌——做茶，这种感觉就像是过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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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坑村全村人口1552人，辖12个村民组，13个自
然村庄，全村拥有 5400 亩茶园，是个典型的深山区、
库区、茶区。上世纪60年代，太平湖造坝，住在山下
的村民需要移民上山。据村民们讲，过去住在山上，蔬
菜、粮食只能去太平县城挑。每次下山，先翻山越岭走
一个小时山路，下山后到河边搭船，乘船顺流而下半个
小时，上岸后再继续步行，才能达到县城，一次要将全
家一个月所需的物品挑回来。

记者乘坐的汽车行驶在通往猴坑村的山间公路上，
一侧是湖水，一侧是峭壁。对于猴坑村的茶农来说，这
条通往村里的公路，就是他们的致富路。有了路，就有
了物流，这是茶叶产业发展的基石。

“过去，茶农要想卖茶叶，只能一点点挑出去。现
在路通了，客户就可以直接上门。”猴坑村西二组组长
刘宗华告诉记者，近年来，村里投入数千万元用于道
路建设，建成了通村道路等一批交通重点工程，如今
更是把通往村里的主路浇上沥青，使其成为便捷
通道。

“路修好了，更多的外地人到我们猴魁原产地来买
茶叶，也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除了茶叶收
入以外，伴随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设施的不
断完善，村民收入来源也更加广泛。”猴坑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方继凡说。

从过去的“家书隔年到”，到现在的快递次日达甚
至当日达——让村民感到惊喜的是，物流业的发展，带
来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回顾我国电商和快递业的发展史，二者都起源于东
部发达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地区
都属于市场空白。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日益
激烈。如今，各类快递企业纷纷布局农村物流市场，打
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因为茶叶发货量逐年加大，新茶上市时间又比较集
中，从去年开始，顺丰速运针对黄山各茶叶产区，组建
了一个“茶叶寄递专项服务团队”，深入到黄山区的村
里山头，与农户和茶商合作，并在茶季期间针对部分地
区推出了“即日达”“次日达”等服务。

顺丰速运收派员余建林就是这个专项服务团队的一
员。上午10点，在猴坑村茶文化广场，余建林正在忙

着为茶农要寄出的茶产品称重量、打包装。一个多小时
过去，这个小伙子甚至顾不上喝一口水，而在他身旁，
等待邮寄茶叶的村民围成了圈。

“像我这一趟是要邮到江苏徐州的，今天送，次日
就能到了。”猴坑村茶农马爱华感慨道，如果没有顺丰
速运主动进村揽货，自己需要开车把茶叶送到30多公
里以外的黄山区邮寄。雇一辆车，一个来回就多了200
元的运输成本。

“200 元事小，因为这个耽误了采茶，那损失就大
了。”马爱华说。说话的功夫，余建林已经包装好了马
爱华要邮寄的两箱太平猴魁，而他身后的包裹已摞得有
半人多高。

物流运输能力提高不仅将黄山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
乃至世界，也为偏远地区的茶农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目前，猴坑村全村茶叶产值已达5000多万元，茶农人
均年收入已达2万元以上，核心区茶农的人均年收入更
是超过20万元。

下午 4 点钟，余建林完成了在猴坑村的揽货任
务，驱车回到黄山区顺丰营业部网点。下车后，余建
林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把几件小的茶叶包裹重新加
固包装。这一天，余建林总共在猴坑村揽收了 42 票。
这 42 票茶叶包裹，在当天晚上 7 点半就将通过顺丰的
运输车辆运往合肥市的分拨中心，再从那里发往全国
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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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在物流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技术在物流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018 年，黄山市茶叶项目荣获“全国快递服务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称号。数据显示，2018 年，黄山市
快递业务量近1900万件，其中茶叶快递业务量就达到
1165万件。茶叶运输的“腾飞”，是黄山市物流运输业
发展的缩影。

成立于2012年10月份的安徽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黄
山区营业部，是黄山区中心唯一的营业部网点。今年

“五一”期间，当很多人在享受小长假的快乐时，这个
快递营业部却因“茶”事繁忙依旧。网点内，20 余位

“快递小哥”熟练地收件、打包、称重……胶布打包的
嘎吱声此起彼伏。不到一个小时，发货区待寄出的包裹
已堆积成山，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寄往全国各地的黄山
茶叶。

1992 年以来，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快递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而顺丰速运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作为国内快递行业中首家拥有自有
全货机的公司，截至 2018 年底，顺丰共有 66 架全货
机，其中自有全货机50架，每天为上百万件的快件提
供服务。

安徽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黄山分公司负责人张玉国介
绍，如今随着经营农产品网店的普及，茶农、茶商、客
户信息的互通及时，不用到现场的交易方式逐渐普及，
选择快递交货的越来越多。“2017年、2018年，顺丰为
黄山市的3000余个客户9000余吨茶叶销往全国各地，
业务增长同比超过35%。”张玉国说。

数据显示，2017 年，安徽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黄山
分公司共发运茶叶快件 85 万余票，合计约 3800 吨，
带来业务收入约3200万元；2018年，共计发运茶叶快
件约 116 万票，近 5300 吨，实现业务收入约 4350
万元。

对于不同品类的茶叶，寄递有不同的时效要求。为
促进茶行业创新发展，着力解决茶叶运输“痛点”，顺
丰利用科技赋能新物流，升级产业寄递解决方案。安徽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公共事务经理肖垚介绍，成立于
2009年的顺丰科技，目前拥有5000余名研发人员组成
的专业技术队伍，涵盖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自动化
等领域。

快递员手中的巴枪发生的变化，就是科技发展的一
个佐证。如今，村里的茶农寄快递不用再填手写单了，
只要通过语音识别，软件就能自动读出邮寄信息。

“经过 7 代更迭，顺丰如今的巴枪已由最初笨重的
PDA逐步演变成轻便的智能手机，除了安卓智能手机的
常规功能外，还具备了智能网络与线路规划、业务预
测、智能排班、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计算机视觉等多
项先进功能。”肖垚说。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正在物流行业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和价值，打造智慧物流、提高物流效
率，已成为物流行业的大势所趋。有了大数据的支撑，快
递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调度车辆，并随时监控车辆
的在途情况。客户也可以随时查询货物在途信息。

在安徽黄山屯溪国际机场，航空客货国内货运出发
窗口内，整齐码放着装箱的茶叶，箱子外面有“黄山机场
货运”封条。这批茶叶产自黄山市汤口镇芳村的毛峰新
茶，将由顺丰公司运送，发往北京的一家连锁品牌茶庄。

今年春天，黄山屯溪国际机场与顺丰速运进行战略
合作，降低了物流成本。机场航空客货销售公司负责人
高科介绍，目前，屯溪国际机场每周有109个航班，加
快了当地农副产品的运送速度，最快 12 个小时能送
达。未来，机场将完善货运功能，茶叶可通过国际航班
运送到韩国等国家。

随着当日达、次日达、隔日达、定时达、限时达等
构成的产品体系不断丰富，商家和消费者对不同类型快
递服务的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快运、仓配一体、即时
配送、冷链、医药等新兴服务不断拓展，快递企业加快
向综合物流服务商转型。

肖垚介绍，目前，顺丰相继研发了快件全生命周期
管理、大客户线上对接、资源调度和监控等多个智能系
统。网点内无线指示节点及激光体积秤等科技产品的综
合应用，正是为了使整个网点系统更加智能化、自动
化，向实现快递行业降本增效、绿色环保的目标迈进。

随着线上消费对线下消费的替代比例持续提升，快
递发展对扩大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2019 年，安徽邮政新推出“驿路鲜 黄山茶语”项
目，上线后在中国邮政邮乐农品网重点销售黄山茶。据
悉，该项目以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为主打，
依托遍布全省的邮政网点、服务全国的线上平台等渠
道，行销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河北等15省市。

“近年来，黄山市快递和茶叶牵手结良缘，邮政管
理局和邮政快递企业不断探索提升快递服务现代农业专
业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实现
了快递企业和茶叶企业合作双赢。”黄山市邮政管理局
局长王勇说。

黄山市是我国重点名茶产区和安

徽省主产茶区，70余万亩的茶园种植

了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等名茶。为助力

茶产业流通转型，近年来，黄山市不断

加强快递物流服务业建设，提升快递服

务现代农业的专业化、标准化水平，深

入推进“快递下乡”工程。如今，茶产业

已经成为黄山市电商和快递行业的主

要服务对象——

茶叶茶叶““出山出山””富茶农富茶农
——安徽省黄山市升级物流铺安徽省黄山市升级物流铺就茶农致富路就茶农致富路

在安徽黄山，相对于当地悠久的采茶种茶史，快递
物流业算是一个新兴事物。但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一头连着茶农茶企，一头连着消费者，能否将茶农辛苦
制出的优质茶叶及时递送到千家万户，不仅对当地茶农
的收入影响巨大，更对带动当地就业稳定和促进产业发
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采访期间，记者在安徽省唯一不通公路的黄山市
黄山区龙门乡麻川村，感受到了交通对当地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麻川村上面是山，下面是水，村民出
门得坐船，去村民组也得坐船。过去，茶农们依靠
手划船或小汽船运送货物，运货量少，出行成本

高，开行到码头岸边需要一两个小时。很多茶农自
家种的茶叶收获了，却眼睁睁地看着运不出去。而
今，有了乡里提供的便民服务船，茶农卖茶就方便
得多了。

从另一角度看，顺丰速运等快递企业的迅猛发展，
也见证着我国快递业驶入多元化发展的快车道。过去，
物流发展，靠有形的路，而今更要靠无形的路——那就
是大数据和智慧物流。如今，智能分拣、“无人机”投
递等智慧科技的投入应用，使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脚步
逐渐加快，行业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

新中国成立70年，是我国邮政业发展质量效益实

现飞跃、公共服务能力水平大幅提升的70年，也是国
有经济不断巩固、民营经济飞速成长的 70 年。日前，
国家邮政局等部门印发意见，明确提出到2022年，邮
政服务乡乡有局所、建制村直通邮，快递服务乡乡有
网点、村村通快递，实现建制村电商寄递配送全
覆盖。

通过完善邮政普遍服务乡村振兴供给机制，提高邮
政普遍服务质量，持续推进快递普惠化，加快补齐农村
邮政快递基础设施短板，城乡寄递服务水平差距将不断
缩小，寄递服务的内容将更加多元化，农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将不断提升。

快 递 带 来 生 产 生 活 新 方 式

绿水青山围绕的猴坑村，是太平猴魁的主核心产区。图为猴坑村远景。 （资料图片）

今年4月份，在黄山市黄山区新明乡猴坑村举行的
开茶仪式上，村民李媛在采摘太平猴魁。 付小平摄

2019年5月份，安徽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收派
员正在整理准备寄出的黄山毛峰。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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