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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偏远山区，快递到不了村；身处

高楼大厦，快递不肯上门；生鲜食品，路途

遥远有腐坏变质损耗；超重超大，物流费

比物品价值还高⋯⋯像这样抑制了消费

欲望的物流痛点，几乎在不同的地方都有

发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市

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头连着生产、

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供给、一头连着需

求的物流业，正是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

改 革 的 结 合 点 ，也 是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的 血

脉。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畅通物流血脉才

能解除消费痛点，血脉畅通才能让国民经

济筋骨强健。

如何让物流血脉畅通，不再成为抑制

消费的堵点痛点？这需要号脉识病、对症

开方。

针对物流东强西弱、城强乡弱、内强外

弱的问题，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的均

衡化覆盖。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发 布 的 最 新 数 据 ，

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538 元。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0391 元，名义

增长 0.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 1.7%；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632 元，名义增长

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5%。农村

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更快，是重要的消费增

长点。

随着城镇居民消费升级，从田间地头

直送厨房餐桌的生鲜产品消费大幅度增

加 ，物 流 企 业 转 变 为 大 自 然 的 冷 链 搬 运

工，帮助农产品顺利出村，广袤农村地区

也成了重要的物流始发地。农村电商可

以 消 除 农 产 品 供 求 信 息 的 不 对 称 、扩 大

销 售 渠 道 、缩 短 流 通 链 条 、降 低 流 通 成

本，有效缓解农产品难卖，将农村小生产

和 消 费 大 市 场 有 效 对 接 。 中 国 有 2 万 多

个 乡 镇 ，60 多 万 个 行 政 村 ，200 多 万 个 自

然 村 ，要 让 物 流 网 络 覆 盖 到 每 一 个 自 然

村 ，让 田 间 地 头 都 能 享 受 现 代 物 流 的 便

利 ，让“ 快 递 +电 商 +仓 储 +乡 村 物 流 ”的

模 式 流 畅 运 转 ，显 然 还 有 大 量 的 基 建 工

作要完成。

针对物流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载运

单元标准化程度不高、跨运输方式跨作业

环节衔接转换效率较低的问题，要加强物

流全链条运营的智能化提升。

当前，消费升级驱动产业升级，产业

升级引导消费升级，作为二者桥梁血脉的

物流业自然也需要升级。从个性化竞争

角度，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让制

造业从大规模、少频次生产方式转向小规

模、多频次生产方式，对应的物流方式从

整车物流向包裹物流转变。从快速化竞

争角度，消费热点经常改变，反应迟缓的

供应商可能落后于市场并积压库存，生产

过程需从按预测计划生产向按订单生产

转变，物流方式从成本效率型向速度响应

型转变。从低成本竞争角度，电子商务正

在使供应链从多级结构向扁平化发展，货

物 直 接 从 生 产 商 到 消 费 者 ，减 少 了 多 级

“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物流方式也从多

级模式向一体化模式转变。从高价值竞

争角度，我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向高技术制

造业方向发展，医疗仪器、航空航天设备、

高档电子设备等高值货物越来越多，对物

流服务的品质要求也在提升，驱动物流向

高端升级。

据最新公开数据，我国 2022 年全年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在 44 万亿元左右，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 12 万亿元，占

比为 27%。我国仍然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

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依然明显。超大规模市场有“身大力

不亏”的体量优势，却往往难以兼容“船小

好 调 头 ”的 灵 活 优 势 ，要 让“ 大 个 儿 也 灵

巧”，就需要从科技进步找方案，向智能升

级要效率。

覆盖中国的物流网络是扎根于土地

的“血脉”，期待物流血脉畅通无阻，为消

费 生 活 、经 济 复 苏 源 源 不 断 地 输 送

“ 养 料”！

畅 通 物 流畅 通 物 流““ 最 后 一 公 里最 后 一 公 里 ””
解除物流这一抑制消费的堵点痛点，既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的均

衡化覆盖，又要加强物流全链条运营的智能化提升。物流网络畅通无阻，才

能为消费生活、经济复苏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

“真快啊！早上刚在京东下单，下午就

收到了。”拎着准备送朋友的坚果大礼包，

西藏拉萨经开区的消费者杨艳感叹道，原

以为年货订单多，快递时效会受影响，没想

到还是这么快。

1 月 11 日下午 4 点，在京东拉萨堆龙营

业部，一辆辆快递车进进出出。“春节期间，

我们快递员全员在岗，确保年货能及时送

到客户手里。”堆龙营业部经理胡三介绍，

营业部的配送距离单边达 15 公里。年货节

订单比平时翻了一倍左右，快递员配送量

加大。

为了保证配送时效，快递员们铆足了

劲。入职仅月余的快递员洛桑江央将快递

车停到营业部仓库门前，就一路小跑取货

去了。取完货，又赶紧骑上快递车送货，只

留下来去匆匆的背影。

“当天到营业部的货必须当天送完，不

能积压。我们会根据配送能力为快递员分

配任务，尽量给每个快递员分配自己最熟

悉的区域。还有专门人员处理急件配送。”

胡三说，目前，营业部共有 18 名配送员，每

天分上下午两班。

干快递 3 年多的汪小军负责拉萨经开

区 A 区的货物配送。与别人不同，他的快

递车是一辆厢式的五菱小卡。

“年货快递多，三轮车装不下，我就开

了自己的小卡车去配送，公司补贴油费。”

汪小军说，出门前他会把配送顺序排好，这

样送货更快更高效，也能送得更多。

在京东物流 2021 年 6 月投运的西藏首

个高智能化地狼仓项目里，银白色的搬运

型 AGV 机器人“地狼”正载着货架高速飞

驰，来回穿梭。拣选工作人员迅速将货架

上的货物取出，再送往各大营业部。

为应对春节期间订单的增长，京东物

流在拉萨地狼仓里专门加投了“地狼”机器

人，还提前储备了航空、铁路与公路等运力

资源。“即使是在除夕、大年初一，只要消费

者下单，我们也送货。”胡三说。

最近，拉萨街头的西藏特产店更加红

火。前来选购藏香猪肉、牦牛肉等西藏特

产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很多人都把商品就

地邮寄。在拉萨工作了近 5 年的尚锦最近

没少购物发快递。“在拉萨，寄邮政快递性

价比更高。像春节这

样的高峰时段，寄邮政

快递更有保障。”尚锦

说，不能回家，就让邮

政快递把心意带回家。

西藏邮政拉萨邮区中心最繁忙。这里

除了邮政自己收寄的货物，西藏各大快递

公司发往农牧区的快递也通过与邮政的合

作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在此进行转运处

理。特别是春节期间，随着西藏一些小型

快递公司放假，邮政的业务量剧增。

西藏邮政拉萨邮区中心负责人介绍，

目前，邮区中心 41辆载重 17吨的邮车和 5辆

挂车正全力以赴保障邮件运输。

记者了解到，西藏邮政还通过与各航

空公司加强合作，保障和提升运力。“每天

的出藏航班给我们预留了至少 5 吨的舱位，

保证有西藏风味的年货尽快送到全国各地

的消费者手中。”西藏邮政寄递市场部总经

理刘杰说，在拉萨市区，近 200 人的邮政揽

投队伍坚守岗位，正奔忙在大街小巷，全力

保障各种年货和特产的顺利收寄。

春 节 快 递 快 起 来
本报记者 代 玲

井庄镇定制私厨带游客品美食过大年；

康庄镇以“红火中国年”提供冰嬉体验、大棚

采摘服务；八达岭镇推出“长城脚下过大

年”，非遗舞龙、年俗体验、年货大集让人们

感受浓浓年味儿；到冬奥冰雪小镇张山营镇

滑冰戏雪、泡温泉也是优质选择⋯⋯兔年新

春之际，北京市延庆区推出“民宿过大年”主

题活动，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为市民游客献

上春节大餐。

走进八达岭镇石佛寺村的听水山房精

品民宿，汉唐风韵扑面而来。游客既可在宽

敞明亮的餐厅里，享受民宿精心准备的手撕

鲈鱼等美味佳肴，也可在宽大的榻榻米上或

在山水间的庭院中，静享乡村美景。

“今年全家选择来到京郊民宿度过假

期，这里有一种清雅脱俗、精致简约的风格，

能够放下烦乱心情，得一室清幽。和家人点

上一炷香，沏上一壶茶，望着窗外美景发发

呆，享受着身心的安逸，别提多放松了。”北

京市民王德荣表示。

在“民宿过大年”专场活动上，石光长城

的扒猪脸、隐居乡里的山楂汁、荷府新鲜采

摘的草莓、年货大礼盒等民宿伴手礼，妫水

农耕特色农产品，妫水女手工艺协会的兔年

丝绫堆绣，精致的剪纸和美味的糖人糖画，

有趣的年俗活动写楹联，营造了温馨祥和的

兔年新春氛围。

近年来，延庆区不断加大乡村民宿与重

点景区、农业园区、产业基地的联动发展。

2022 年冬天推出 169 家民宿与世葡园、石京

龙滑雪场、八达岭滑雪场等各类景区四季联

动消费活动，实现民宿与景区游客互通互

享，累计带动万余人次民宿游客前往各类景

区消费。

同时，延庆区深化文旅融合力度，首次

将北京非遗大观园活动引入 10 个民宿集聚

村庄，带动村民学习传承非遗技艺，并整合

当地非遗饮食品类，首次推出“延庆非遗宴”

在民宿大力推广。

如今，延庆火勺、贺氏酱猪脸、永宁豆

腐、三司村柏木熏肉、延庆傀儡、传统饸饹、

古法海棠汁、杏仁菜粥、黄芩茶、妫川白酒等

颇具延庆地方特色的美食被端上餐桌。游

客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不同套餐，品尝地

道的延庆非遗美食。

“民宿产业是文旅行业实施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延庆民宿发展自 2014 年起步，

在世园、冬奥等绿色发展带动下，吸引了各

行各业的新农人来到延庆建设民宿，带动了

100 多名优秀人才返乡创业，促进资金、人

才等关键要素向农村集聚，为乡村振兴奠定

良好基础。”北京市延庆区

文 旅 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洪

炜说。

目前，延庆区共打造精品民

宿 品 牌 280 余 家 ，民 宿 小 院 近 600

个，床位近 6000 张，形成了长城人家、

世园人家、冬奥人家和山水人家四大民

宿品牌。

“随着民宿产业集聚发展，作为民宿主

的‘新乡人’与村民、游客和谐共处，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村庄环

境不断优化，涌现出了村庄产业、人才、文

化、组织、生态共生发展的创新示范。作为

民宿户，我们非常有信心，未来把民宿发展

得更好，使延庆全域旅游、乡村旅游能够得

到更长足的发展。”延庆民宿联盟会长、原乡

里民宿品牌创始人曹一勇说。

民 宿 里 过 红 火 年
本报记者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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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刚抢到了一张‘青岛消费

券’，我就在丽达超市买了 500 多元的

礼盒，超市还赠送了一些购物券，真是

太划算了。”1 月 14 日，家住山东青岛

市崂山区的市民王丽拎着肉食礼盒高

兴地说。

为繁荣春节消费市场，挖掘消费

潜力，青岛市通过发放消费券、丰富商

业业态、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线上线

下齐发力等多种措施，营造节日氛围，

激发消费热情。

青岛市崂山区率先发起“崂山惠

民助企消费季”活动。“为丰富商业业

态、激发消费潜力，崂山区出台了《促

消费、稳市场十条措施》，投入财政资

金 2300 余万元。”崂山区商务局局长

安春静介绍说，“我们首次在零售、文

旅、体育实现全域消费券发放，将直接

拉动消费近 3 亿元，同时商务、文旅、

教体、农业及人社等十大部门联合推

出‘周周有活动’精品消费系列，近百

场丰富多彩的消费促进活动，将极大

丰富居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

1 月 15 日，记者走进青岛丽达超

市，一股浓浓的春节氛围扑面而来，灯

笼、春联、福字、中国结、兔子卡通玩具

等极具年味的摊位前，围满了忙着挑

选商品的顾客。“现在，每天有近万人

来购物，节前的消费线上线下都很热

闹，除了到购物中心购物，还有不少顾

客直接网上下单。”丽达超市运营总监

刘虹说。

商超忙得不亦乐乎，有着 500 年

历史的崂山区王哥庄大馒头也迎来销

售旺季。“今年接到的大订单比较多，

我们从去年 12 月份就增加人手，现在

每天要生产 2000 斤大馒头，整体订单

量要比去年增加两成多。”二月二农场总经理王文俊说。据

悉，王哥庄大馒头共有 167 家加工户，早已成为网红产品，朋

友圈遍及海内外，每年的销售额都会超过 1 亿多元。

青岛西海岸新区则发起了“2023 青岛西海岸福兔迎春消

费季”活动，从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以“2023 西游季，等你邂

逅 100 场奇遇”为主题，推出“吃住游购娱展”六大板块百场

活动。

“六大板块百场活动将节日氛围拉满。”青岛西海岸新区

商务局局长王娟告诉记者，譬如“饕餮西海岸”知味美食季，餐

饮企业、商业综合体内餐饮店和集市将推出特色餐饮美食和

新春套餐；“温暖西海岸”滨海宿游季，融创阿朵民宿、福朋喜

来登酒店等特色民宿、星级酒店，将推出美食套餐、周边景区、

年味体验为特色的一系列新春度假套餐⋯⋯

“我们将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举行为期 15 天的上元

灯会，让游客来我们唐风小镇看灯会、品年味，感受穿越千年

的沉浸！”融创文旅藏马山项目经理余爱军说道。

来自潍坊市的游客王宇通过公众号了解到阿朵花屿的新

春活动，看到有住宿滑雪过大年的套餐，便带着家人来滑雪，

顺便订上民宿。“看看灯火阑珊烟火气十足的灯会，今年准备

过一个不一样的年！”

“通过整合各方资源，精准把握春节消费热点时段，我们

推出的‘2023 新春消费季’活动包含‘大型商超狂欢购’‘农村

大集办年货’两个板块，满足群众不同消费需求。”莱西市商务

局副局长咸德涛说。

莱西市不仅发放新春消费券，还采取“线下活动+线上直

播”相结合的形式，深入开展“赶黄河大集·寻莱西有礼·臻享

年货节”活动，推销莱西特色农业产品品牌。“真是太开心啦，

超市购物单票满 199 元就送 50 元券。”1 月 14 日，在利群莱西

商厦购物的市民刘钰告诉记者，消费券让她对购物消费更有

热情。

节日消费热情高

本报记者

刘

成

图为青岛宜家兔年大集玩偶巡游，小朋友、大朋友和玩

偶互动拍照。 张 薇摄（中经视觉）

图为在延庆区井庄镇姚湾村的一处民宿，游客体验糖塑乐趣。 王 萌摄（中经视觉）

□□ 佘惠敏佘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