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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快递物流拉动效果

吉蕾蕾

物流畅物流畅，，商贸兴商贸兴。。近段时间近段时间，，

全国多地提出要建设物流强省全国多地提出要建设物流强省，，

纷纷表示力争成为纷纷表示力争成为““全国现代商全国现代商

贸物流重要基地贸物流重要基地”。”。这不仅充分这不仅充分

肯定了快递物流对经济发展的肯定了快递物流对经济发展的

拉动作用拉动作用，，也表明了快递物流对也表明了快递物流对

增强区域辐射功能增强区域辐射功能、、提高经济运提高经济运

行质量行质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等方面都有着积极影响等方面都有着积极影响。。

快递物流快递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生产、、

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消费，，是延伸产业链是延伸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的重打造供应链的重

要支撑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我

国邮政快递网络加速推进国邮政快递网络加速推进，，一一

批枢纽型邮件快件分拨中心投批枢纽型邮件快件分拨中心投

入运营入运营，，建成各类分拨中心近建成各类分拨中心近

30003000 个个，，有效服务了产业链供有效服务了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应链稳定，，有力保障了人民群有力保障了人民群

众的用邮需求众的用邮需求。。对接国家综合对接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运输体系立体交通运输体系，，航空航空、、高高

铁铁、、公路等运能也不断增强公路等运能也不断增强，，持持

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着澎湃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着澎湃

动力动力。。

快递物流还是农产品出村快递物流还是农产品出村

进城进城、、消费品下乡进村的重要消费品下乡进村的重要

渠道之一渠道之一，，对满足农村群众生对满足农村群众生

产生活需要产生活需要、、促进乡村振兴具促进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有重要意义。。这几年这几年，，随着农随着农

村寄递物流体系加快建设村寄递物流体系加快建设，“，“快快

递进村递进村””覆盖率持续提升覆盖率持续提升，，农村农村

的消费潜力也得到进一步释的消费潜力也得到进一步释

放放，，平均每天有平均每天有 11 亿多件快递亿多件快递

包裹进出农村包裹进出农村。。

如今如今，，各个建设物流强省各个建设物流强省

的的““施工图施工图”“”“路线图路线图””都已明都已明

确确。。接下来接下来，，如何加速如何加速““物流拉物流拉

动动””落地见效落地见效，，推动物流优势转推动物流优势转

化为枢纽经济优势化为枢纽经济优势，，形成匹配形成匹配

当地经济发展的现代物流运行当地经济发展的现代物流运行

体系至关重要体系至关重要。。

一方面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本地特色优势要充分发挥本地特色优势。。在建设物流强省的在建设物流强省的

过程中过程中，，有的地方具有交通枢纽优势有的地方具有交通枢纽优势，，有的地方具有产业集群有的地方具有产业集群

优势优势，，有的地方具有物流规模优势有的地方具有物流规模优势，，各地要因地制宜各地要因地制宜，，发挥所发挥所

长长，，主动作为主动作为。。比如比如，，河北省主动承接北京区域物流功能转河北省主动承接北京区域物流功能转

移移，，深化与京津重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分工协作深化与京津重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分工协作，，布局建设了布局建设了

一批仓储配送设施和商贸物流承接平台一批仓储配送设施和商贸物流承接平台，，吸引了不少快递物吸引了不少快递物

流企业入驻流企业入驻。。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增强物流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增强物流发展的内生动力。。建设物流强省建设物流强省，，

离不开快递物流企业的积极参与离不开快递物流企业的积极参与。。要引导龙头物流企业整合要引导龙头物流企业整合

核心资源核心资源，，不断延伸产业链服务不断延伸产业链服务，，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形成形成““全产业链全产业链””服务的物流企业集群服务的物流企业集群。。健全航空健全航空、、铁路铁路、、公路公路

等多式联运服务体系等多式联运服务体系，，完善城乡配送网络体系完善城乡配送网络体系，，推动枢纽间分推动枢纽间分

工协作和有效衔接工协作和有效衔接。。

好的营商环境也不可或缺好的营商环境也不可或缺。。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深

化物流领域化物流领域““放管服效放管服效””改革改革，，引导物流企业和高校建立引导物流企业和高校建立““产产

学研学研””合作机制合作机制，，加快形成完备的专业物流人才梯队加快形成完备的专业物流人才梯队。。特别特别

是要聚焦快递物流业的痛点难点问题是要聚焦快递物流业的痛点难点问题，，积极施策积极施策，，促推各项促推各项

举措落地见效举措落地见效。。比如比如，，针对末端配送通行难针对末端配送通行难、、停靠难停靠难、、装卸装卸

难的问题难的问题，，积极优化城市配送车辆通行管控措施积极优化城市配送车辆通行管控措施，，统一外观统一外观

标识标识，，将快递物流末端场所纳入城市规划将快递物流末端场所纳入城市规划，，解决网点解决网点““安家安家

难难””等问题等问题。。

物 流 强 省 再 发 力

过去一周，北方多地遭遇沙尘侵扰，漫天黄沙

遮天蔽日。沙尘影响期间，新疆南部、甘肃中部、

内蒙古、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北京、黑龙江西部等

地部分地区出现沙尘暴，新疆西南部、内蒙古中部

和东南部、河北北部、北京、黑龙江西南部局地出

现强沙尘暴。

据了解，此次大风沙尘影响面积超过 485 万

平方公里，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

一次过程，强度达强沙尘暴级别，影响 20 个省份。

为什么一到春天，沙尘天气便“如约而至”？

漫天黄沙从何而来？今年春季，沙尘天气还会频

繁来袭吗？

“3 月中上旬，蒙古国和我国西北沙源地气温

较常年同期偏高 5℃至 8℃，基本无降水，地表无

积雪覆盖，加之今年蒙古气旋强度偏强和冷空气

活动较多，在气旋及其后部冷空气东移过程中，强

烈的大风卷起沙尘，通过高空输送，南下东移，在

我国东北地区、华北和西北地区以及黄淮、江淮地

区沉降形成沙尘暴、扬沙、浮尘等天气。”中央气象

台环境气象室主任张碧辉说，3 月份本就是沙尘

天气高发期。今春以来，蒙古国和我国北方地区

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多大风天气，加之植被尚未

返青，配合裸露的沙源地地表条件，易出现大范围

沙尘天气。

从大风数据也可以看出，在 3 月 19 日至 23 日

沙尘过程中，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

部、北京西部阵风达 9 级至 10 级，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赤峰市、兴安盟等地阵风达 11 级至 12 级；大风

为沙源区本地起沙和向下游远距离传输沙尘提供

了有利的动力条件。

据统计，今年 3 月份以来，我国已经出现 4 次

沙尘天气过程。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研究员

丁婷表示，今年沙尘天气多发主要和近期大气环

流异常有关。今年春季前期气温明显回暖，尤其

是 3 月初出现了一次极为罕见的回温天气，导致

前期的冻土层沙土出现快速融化，造成沙源地的

沙尘多次输送至我国，这是今年多次出现严重沙

尘天气最直接的原因。“不过，近年来，我国北方植

被大幅增加，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我国沙尘次数逐

步减少。”丁婷说。

这个春季，沙尘天气会频繁来袭吗？中央气

象台预计，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受新一轮冷空气

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华北和东北地区等地自西向

东还将有一次沙尘天气过程。张碧辉预计，今年

我国北方地区沙尘过程次数较近十年同期偏多，

沙尘强度总体与近十年持平。因此，建议相关部

门及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时做好防护，降

低沙尘天气对交通、农牧业、人体健康及城市运行

的影响。

丁婷表示，从统计结果看，2018 年至 2022 年

期间，我国北方平均沙尘总次数和沙尘暴次数都

多于 2013 年至 2017 年平均数，但这并不能认为沙

尘暴出现了明显变多的趋势。沙尘频次还受到中

高纬度大气环流的直接影响，因此会呈现出一定

的年际变化特征，例如 2017 年和 2022 年春季沙尘

暴次数均仅有一次。“从更长时间尺度来看，现阶

段 我 国 仍 处 在 沙 尘 影 响 减 少 的 大 背 景 下 。”丁

婷说。

当前，相关部门持续在防沙治沙方面开展相

关工作。专家也建议加大科技攻关和部门合作，

加强对沙尘起源、沙尘输送动力等机理研究和沙

尘天气数值模式预报技术的研究，提升预报预警

服务水平。同时，进一步加强沙源地生态治理、沙

尘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评估和沙尘灾害应急处置之

间的联动和互动，为防灾减灾和科学精准治沙提

供支撑。

“黄沙漫天”还会上演吗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日前，河北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河北

省加快建设物流强省

行动方案（2023—2027 年）》，从物流布

局、物流结构、物流方式等方面提出 10

项任务，进一步推动全国现代商贸物流

重要基地的功能定位扎实有效实施，加

快建设物流强省。

河北东临渤海、环绕京津，发展物流

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经过多年

积淀已汇聚了先进理念、人才、模式、资源

要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是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河北建设

物流强省对落实重大国家战略、构建国内

统一大市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

大。”石家庄铁道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耿立

艳说。

仲春时节的石家庄生机盎然，高邑

县石家庄国际陆港到处都是忙碌景象。

“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全力创建京津

冀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集疏运能力得到

强化和提升。”石家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

金朋介绍，开启中欧班列“公铁海”联运

新模式，不仅让京津冀区域间协同联动

更加紧密，也让国际物流通道更加顺畅，

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货物运输时间。

2022 年，石家庄国际陆港中欧班列

年运营列数首次突破 500列，各项指标稳

居京津冀首位，开行增长率连续三年全

国领先。拥有 14条稳定的国际运输线路，

辐射亚欧大陆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

了“织线成网”运全球。据了解，河北今年

计划投资 1035亿元用于交通运输项目建

设，加快推进石衡沧港城际铁路、雄商高

铁、雄忻高铁，打造省际贯通、城际直通、

城郊融通的轨道交通。到 2025 年河北全

省高铁将达到 2500 公里，到 2027 年“轨

道上的京津冀”将基本形成，石家庄与各

市高铁直达，京津雄实现 30分钟通勤。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一级巡视员乔晓

林表示，河北将聚焦建设面向世界、辐射

全国的物流强省，实施商贸物流提质增

效行动，在环京津地区建设全球性物流

高地、供应链核心枢纽、农产品供应基

地，在重要节点城市建设一批港口型、陆

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物流基

地，并引进物流行业龙头企业，打造物流

区域总部基地。

项目建设织线成网
本报记者 王胜强

为加快推动交通

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

优势转变，近年来，河

南先后印发实施了《河南省“十四五”现

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关于加快现代物流

强省建设的若干意见》《支持现代物流强

省建设若干政策》，开启了建设现代物流

强省、打造枢纽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提质

提速发展的新篇章。

去年 6 月，全国首个“米”字形高铁

快速路网在河南“落笔”，形成了以郑州

为中心，辐射该省 17 个省辖市的 1 小时

经济圈、连接周边省会城市的 2 小时经

济圈、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 8 小时

经济圈。“物流业涉及领域广、带动作用

强、发展潜力大，是河南的优势产业。”河

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唐兴丽介绍，向

着“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

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

贡献”的目标，河南着力加强战略谋划，

完善设施布局，扩大开放合作，强化创新

驱动，推动物流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河南瞄准物流强省建设举

措频出。河南省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在

全省范围内选择 34 家物流企业作为首

批物流“豫军”进行重点培养；郑州获批

建设全国重要国际邮件枢纽口岸，成为

北上广后全国第四个国际邮件枢纽；河

南各地开行的跨境铁路货运列车统一命

名为“中豫号”，构建起陆港联动发展体

系，架起了河南连接欧洲、中亚及东南亚

国家和地区的桥梁⋯⋯为加快建设完善

集“空铁公水”于一体的立体物流通道系

统，河南计划“十四五”末郑州机场国际

货运航线达到 50 条，全省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铁路营业里程、内河航道里程分别

达到 10000 公里、7600 公里和 2000 公里，

并加快推进 10 个国家物流枢纽、30 个区

域物流枢纽和一批综合性、专业性物流

园区建设，依托物流枢纽大力发展航空、

陆港、临港经济，争创国家物流枢纽经济

示范区。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杨春

梅介绍，河南将加快综合交通网络建设，

为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确保物

流通道畅通，河南将确保“十四五”末综

合交通网规模达到 30 万公里以上，民用

运输机场形成“一枢多支”发展格局；全

力推动“米+井+人”字形综合运输通道

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河南段建设，推

动铁路、公路、水路等多方式协同发展，

提升综合运输通道整体效率和通过能

力；全力畅通国际开放立体通道，加密国

际货运航班，加快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

心和国际陆港新片区建设，打造内陆型

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

完善设施扩大合作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3 月 24 日 ，伴 随

着嘹亮的汽笛声，一

列满载物资的中欧班

列从山西省中鼎物流园缓缓驶出。中鼎

物流园集装箱作业区负责人申东华告诉

记者，这次的货物主要是工业生活用品，

货物总重约 800 吨，总货值 1500 余万元。

不沿海、不沿边的山西省通过中欧班列

为“山西制造”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条高效

便捷的国际物流通道。

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管

理教研室主任刘江鹏表示，2022 年，山

西省政府印发《山西省“十四五”现代物

流发展规划》明确，“十四五”期间，山西

现代物流业将以降本增效提质为目标，

依托山西省在全国特有的地理区位，加

快推进设施网络化、产业融合化、内外一

体化建设，培育集陆空合作、海铁联运为

一体的国际物流新优势。

截至 2022 年底，山西共有网络货运

企业 465 家，整合社会零散运力 223 万

辆，完成货运量 5.88 亿吨，实现营收过千

亿元，数字产业化成效显著。不过，刘江

鹏认为，与发达省份相比，山西在物流结

构、价值创造、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等方面

还存在明显短板。

如何补齐短板？产业要想发展好，

政策护航少不了。今年以来，山西先后

出台了多个规划、方案以及实施计划，加

快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关于加快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

流配送体系贯通发展行动计划》明确要

求，到 2023年底，山西全省快递实现市域

城市“半日达”、县域城市“次日达”；计划

到 2024 年底，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服务

体系深度融合，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

双向流通渠道更加畅通；到 2025年底，电

子商务与快递物流服务体系有效贯通。

近日发布的《山西省“十四五”冷链

物流发展规划》明确支持太原进入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加快融入

京津冀冷链物流网络。规划还提出，到

2025 年，山西将基本建成面向京津冀、覆

盖 11个地市和主要县（市）的冷链物流干

支配网络，补齐冷链物流上下游短板，力

争成为服务京津冀、辐射中部地区的区

域性冷链物流和产业循环关键节点。目

前，中通快递在山西 11 个地市已实现冷

链配送全覆盖，采用专业的冷冻和冷藏

双温车运输，实现了配送全程温度控制。

政策护航激发活力
本报记者 梁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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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新疆昌吉呼图壁县境内的昌吉州西部南山伴行公路项目（一期）呼图壁河大

桥施工现场。该项目（一期）线路全长 69 公里，总投资 19.98 亿元，建成后不仅可以丰富当地

公路路网结构，还将对当地旅游和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陶维明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