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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通畅不能只是口号

吉蕾蕾

各地应在落实疫

情防控相关措施的基

础上，将邮政快递车

辆纳入疫情防控期间

保障通行范围，保障

货 运 物 流 快 速 便 捷

通行。

□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快递快递，重在快。然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3 月以

来，全国多地快递物流出现延

缓，有的一直不发货，有的包裹

始终在路上迟迟不动，给人们

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一

些地区的高速封控，道路受阻，

快递包裹只能改用空运，无形

之中又增加了寄递成本。快递

物流何时能恢复正常，社会各

方高度关注。

安全、时效是快递运转的

前提。看似简单的一键下单，

背后却涉及打包、揽收、运

输、分拣、配送等多个环节，

有些快递包裹甚至要翻山越

岭、长途跋涉才能送达消费者

手中。更重要的是，近期有快

递企业发生聚集性疫情，多地

通报进口物品核酸检测呈阳

性，存在“物传人”风险。为

确保寄递渠道绝对安全，环环

严格消杀、投递前静置期等从

严从实从细的防疫措施，延长

了快递作业时间，降低了快递

时效，让快递变慢了。

快递变慢，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但我们也应认识

到，快递放慢的背后，是疫情防控的从严管

理。当前，全国疫情多点散发，仍在高位运

行，防控正处于关键紧要时期。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部分地区适当进

行交通管控，尽可能减少人员、车辆流动

是有必要的，大家也能理解。但有的地方

简单粗暴“一刀切”、阻断交

通，造成货运受阻、物流不

畅 ， 影 响 了 生 产 生 活 物 资

供应。

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国务院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日前印发通知，要求

全力畅通交通运输通道，严禁

擅自阻断或关闭交通。国家邮

政局也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邮

政管理部门将邮政、快递作为

民生重点，推动地方出台快递

车辆通行、允许邮件快件进社

区等具体政策，防止出现邮件

快件积压等情况。

物流通则循环畅。快递物

流关系百姓生产生活，关系国

民经济发展。绝不能让保障快

递物流畅通成为一句口号，各

方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

力促快递物流畅通，谁也不能

置身事外。

各地应在落实疫情防控相

关措施的基础上，将邮政快递

车辆纳入疫情防控期间保障通

行范围，积极保障快递车辆、

分拨中心和配送人员的正常工

作，推动快递行业尽快复工复

产。相关部门应严格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科学合理设置防疫

检测点，分类精准实施货车通

行管控，不搞层层加码、“一

刀切”，保障货运物流快速便捷

通行。

此外，快递物流企业也要

在严守防疫规定、严控人车安

全的前提下，重新规划、动态调

整省际线路，采取接驳模式让

司机不进城、货物进城，尽可能

避免疫情对快递物流运转的影响。有条件

的快递物流企业可以增设智能配送车、配

送机器人等无接触投递设施，解决“最后一

公里”“最后一百米”物流不畅、配送不到的

问题，让快递安

全及时地送达消

费者手中。

科技创新是推动低碳转型、降低用能成本、保

障能源安全的根本动力。近期，国家能源局、科学

技术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

划》，提出“十四五”时期能源科技创新的总体目标，

围绕先进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绿色高效化

石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制定了技术攻关路线图。

前不久，浙江明强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屋顶光伏

正式接入“新一代配电自动化系统”，该系统可实时

显示发电量和电能质量等参数，还能根据大电网的

不同运行策略，自动调节光伏发电无功功率。

国网浙江海宁市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分中

心副主任袁国珍介绍，系统接入后，企业光伏不再

孤立，新能源真正成为电力系统中灵活可调的资

源。目前，15 家海宁尖山企业的屋顶光伏将接入该

系统，预计全年将接入 45 家。能源科技在能源转

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当前，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

打造竞争优势的重要着力点。我国提出，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展望

2035 年，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建

成现代能源体系。对标新形势、新目标，我国能源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仍有待提升，支撑碳达

峰、碳中和的能源技术尚未取得突破。

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党委书记、院长杜忠明看

来，我国能源科技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一是能源领

域科技创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

推动能源转型的绿色低碳能源技术创新有待加强；

二是能源产业链仍存在堵点、断点、痛点，部分关键

核心技术仍然有受制于人的风险；三是虽然我国部

分能源技术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但产业化程度

不高，基础研发和工程需求脱节。

针对能源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规划》

提出了主要发展目标，在“十四五”时期，能源领域

现存的主要短板技术装备基本实现突破，形成一批

能源长板技术新优势，能源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健

全，能源科技创新有力支撑引领能源产业高质量发

展。同时，《规划》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核电、化石能源开发利用、能源产业数字化

智能化等技术方向上提出了具体发展目标，科学引

导各产业学研用创新主体将科研力量和优势资源

聚集到重点能源技术创新领域。

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多元化发展是实现“双碳”

目标的直接路径，《规划》聚焦大规模高比例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将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

热能以及海洋能等列入“先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及综

合利用技术”中。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我国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另一重要内容。杜忠明表示，

从传统电力系统过渡到新型电力系统，还有大量涉

及材料装备、系统设计、运行机制的基础理论研究

及工程实践有待开展。《规划》围绕大规模新能源开

发并网和先进储能技术，划分设置了“新型电力系

统及其支撑技术”。

随着数字化产业蓬勃发展，能源行业与新一代

信息技术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成为推动传统能源产

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载体，也是催生能源行业新技

术、新模式、新业态的重要动能。国家能源局能源

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刘德顺透露，将积极锻造能

源技术装备长板新优势，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在能源领域的应用，重点组织推动能源领域 5G 技

术应用。

又到了百花盛开的时节，我国花卉产业

怎么样呢？记者采访了业界有关人士。

消费市场增长迅速

“2021 年我国花卉产业虽然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一定影响，仍然实现了‘十四五’良好

开局。花卉生产水平明显提高，产品结构不

断优化，消费渠道日益扩展，交易方式快捷多

样，网上消费日趋成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

快，呈现出新的活力。”中国花卉协会秘书长

张引潮说。

2021 年 ， 我 国 花 卉 零 售 市 场 规 模 达

2205 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17.5%。花卉国际

贸易也有新突破。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花卉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 7 亿

美 元大关，较 2020 年增长 12.66%。其中出

口 额 4.65 亿 美 元 ， 比 2020 年 增 长 20.24% 。

这说明我国花卉产品质量和产品规格类型

越来越得到国际市场认可。

“中国花卉消费市场增长的最大动力是

家庭园艺时代的到来。”中国花卉协会市场流

通分会副会长张力说。

有专业机构对欧美花卉消费分析后发

现：人均 GDP 达到 8000 美元时，花卉消费进

入快速增长期；人均 GDP 达到 20000 美元，花

卉消费开始进入饱和期，人均年消费 60 美元

左右。2017 年我国人均 GDP 为 8800 美元，

2020 年超过 10000 美元，到 2031 年有望达到

20000 美元，预计届时我国花卉年市场消费需

求可达 5000 亿元。

张力认为，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花卉产

业经历了漫长的渐进式发展。随着消费市场

不断成熟和技术不断进步，到上世纪 90 年

代，其产业才进入成熟期，生产实现了现代

化，消费进入了大众化。我国花卉产业虽然

起步较晚，但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通过从

国外引进、学习、借鉴，大大缩短了与发达

国家的差距，生产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用

40 年时间走完了荷兰 100 年的成长之路。随

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花卉流通进入

互联网时代，我国花卉消费端也开始了跨越

式发展。

疫情催生新兴业态

“这两年受疫情影响，实体花店日子太难

过啦！”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一家花店店

主李女士对记者说。

她告诉记者，以前公司、商场经常举办庆

典、沙龙等活动，鲜花采购量大。疫情发生

后，这类需求连过去的零头都不到。到店的

顾客也明显少多了。为了促销只能降价，走

货仍比以前少很多。

然而，从全行业看，2021 年花卉零售市场

规 模 达 2205 亿 元 ，比 上 年 大 幅 增 长 17.5%。

高速增长成为 2021 年我国花卉零售最显著的

特征。这是为何呢？

“在困境面前，一方面，实体花店积极开

展自救；另一方面，网上直播带货迅速兴起，

这是 2021 年我国花卉零售高速增长最直接的

原因。”中国花卉协会零售业分会副秘书长何

思波说。

2021 年，花农直播带货蓬勃兴起。以

前在生产基地埋头劳作的花农，如今拿起

手机在网上直接向消费者推销商品。生产

商进入零售领域，这种独特的零售角色吸

引 大 量 新 的 消 费 者 ， 极 大 地 刺 激 了 花 卉

销售。

不仅是花农，实体花店也纷纷改变传

统的经营方式。2021 年以来，不少实体花

店积极创新产品，推出水果花束、零食花

束 、 卡 通 花 束 ， 成 为 全 新 的 流 行 个 性 花

束。相当一部分实体花店把买卖做到外卖

平台上。

何思波告诉记者，2021 年我国花卉零售

市场一个显著特征是：实体花店在外卖平台

的收入成了主流业务收入。

几年前很难想象，现在的实体花店跟餐

饮店一样，选择在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上

开店，花卉在外卖平台上的销售收入已经大

幅超越实体店收入。

跳舞兰花店外卖平台的数据显示，2021

年来自外卖平台的订单已经占到花店销售总

量的 70%。花店与外卖平台的关系更加紧

密。2021 年母亲节、七夕节，外卖平台订单量

均是上年同期的 3 倍。

“鲜花电商赛道目前处于高速增长期。

2021 年业务规模实现同比成倍增长，动销商

户数、单日订单等指标在节日连续突破历史

峰值。礼品花仍是外卖业务核心品类，在时

间上呈现大促爆发、小促不小的共振态势。

玫瑰、康乃馨、向日葵仍是节日期间消费者的

首选，混搭、零食花束、郁金香、碎冰蓝玫瑰销

售量在过去一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传统的

送礼场景和女性悦己风潮的兴起，使消费者

男女比例已非常接近。同时，消费者的购买

场景在不断拓宽，生活花与礼品花的用户群

开始呈现交叉趋势。”饿了么鲜花绿植负责人

星芹说。

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我国花卉产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仍比

较多。”张引潮说。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各级

政府部门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疫情防控和社会

民生方面，绿化项目明显减少。受疫情防控

影响，国内外航空旅游和交通运输不畅，花木

产品结构性调整加剧，人们对花卉消费的需

求可能明显减弱。

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全球粮食安

全面临威胁。国务院 2020 年出台 《关于防止

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坚

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倾向，严格规范永久

基本农田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张引潮告诉

记者，去年浙江省率先把部分花卉苗木用地

退还为基本农田和耕地。今后几年，全国范

围内将会进一步清理花卉苗木占用基本农田

和耕地问题。可以预见，花卉苗木结构性过

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将被淘汰出局，一

些小规模生产企业和经营能力相对较弱的公

司将面临新的生存压力。

在严峻的挑战面前，花卉产业唯有加快

转型升级。

张引潮认为，花卉行业应求新求变，加

强航天育种，促进种业创新，转变营销方式，

积极推进花卉产业现代化发展，特别是要通

过 互 联 网 利 用 5G 技 术 、人 工 智 能 、数 字 花

卉，强化云展示，拓展科技创新高地和花卉

消费领域，让更多更好的花卉产品能够更加

方便快捷地进入寻常百姓生活、乡村产业振

兴、城市绿化美化建设。现代花卉产业体系

建设必须加快推进，通过运用系统思维和科

学方法，努力化解花卉产业链供应链结构性

矛盾，畅通花卉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

促进花卉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有效衔接和

高效运转。

图图①① 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

和阳镇一家花卉种植基地工人在和阳镇一家花卉种植基地工人在

管护花卉管护花卉。。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朱旭东摄摄

图图②② 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

壮志村郁金香种植大棚壮志村郁金香种植大棚。。

徐劲柏徐劲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江 苏江 苏

泰 州 姜 堰泰 州 姜 堰

区淤溪镇光伏区淤溪镇光伏

电站与油菜花电站与油菜花

田相映成趣田相映成趣。。

汤德宏汤德宏摄摄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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