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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务 市 场 对

邮 政 寄 递 业 务 发

展有多重要？

集 团 公 司 刘

爱 力 董 事 长 曾 强

调：“‘放管服’市

场很大，对政府部

门是改服务、树形

象；对中国邮政来

说，既是承担国企

责任，也能取得比

较 明 显 的 经 济 效

益。”

面 对 以 服 务

“放管服”改革为主

的政务市场，邮政

寄 递 切 入 势 在 必

行。2018 年，“渝

快办”平台上线之

初，重庆市邮政分

公司即完成系统嵌

入，成为唯一快递

服 务 商 。 至 今 5

年，重庆市政府连

续明文支持政务服

务与邮政融合，47

个政府事权部门全

部选择邮政寄递。

今年以来，重庆市

分公司更是推行项

目制管理，建立“铁

三角”机制，在融入

地方发展的同时，

为政务寄递发展带

来蓬勃生机：目前，

政务市场量、收同

比 增 幅 达 到

36.02％、23.05％，

分 列 全 国 邮 政 第

3、第4位。

就近办 沿路送 上门接

某日下午 2 点，两辆满载着中药的邮车

从巴南区界石镇康美药业公司准时出发，直

奔龙头寺、上清寺处理场地，等待重庆邮政小

同城团队的分拣投递。

那一头，巴南片区寄递事业部市场部孙健

时不时关注着同城项目组沟通群里是否有未

妥投件等待处理。按照约定，下午 3点钟频次

的中药邮件要在晚上 8点前完成投递，凌晨前

频次的中药邮件要在次日12点前完成投递。

“与康美药业的合作起源于 3 年前。”孙

健回忆，由于主营产品是中药饮品和汤剂，康

美药业公司对时限要求高、对投递服务要求

严。为争夺市场，巴南邮政积极协调市、区两

级网业联动，确定邮件不过邮区中心的处理

方式，通过小同城网简化内部流转流程，加快

处理，缩短投递时间。

运行半年后，巴南邮政以两个频次 100％

妥投的邮政速度，迅速“抢占”康美药业的全部

业务，如康美药业公司副总经理刘全喜多次所

言，“把产品寄递交到邮政我放100个心”。

项目制的推动离不开“铁三角”的支撑。

所谓“铁三角”，便是“市场、运管、服务”组成

的团队，对项目从收寄到投递进行全过程管

控。康美智慧药房项目从运行之初的日均

100 件到如今的日均 1200 件，便映照着网业

联动在政务项目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每月中旬，从市级到城片区级，都会定

期组织召开网业联动会议，根据客户需求及

时启动个性化支撑保障方案。”据重庆市寄递

事业部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徐卫介绍，如今对

接客户不再是业务部门一方之责，而是由“铁

三角”团队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规划路线、解

决异常情况等，提供全方位的支撑保障。

特别是今年以来，重庆邮政持续优化最快

实物寄递网，推出“渝快递 愉快递”大同城品

牌，将“政务大同城”项目纳入全市性项目，让

“铁三角”机制得到灵活运用。同时，借助同城

网络优势，“渝快办”平台“上门接”增值服务兴

起，在各级政府部门和群众中留下阵阵称赞

声。目前，“政务大同城”项目已实现收入

9304.34万元，同比增幅为34.04％。

业务提需求，网运作支撑，服务来保障。

随着“铁三角”机制在寄递条线不断运用强

化，政务市场业务发展从单一的板块营销向

综合协同营销转变，从销售型向运营型转变，

正飞速成为寄递业务的“产粮区”。

（本版图片由重庆市邮政分公司提供）

“听说以前要来回跑几天，现在邮政代跑了，在家等着收就

行了。”不久前，家住璧山区的姚先生晋级成为一名新手爸爸。

听到医院工作人员的推荐，他在区妇幼保健院“出生一件事”综

合服务窗口提交资料后，第二天投递员陈虎生就把《出生医学

证明》《预防接种证》等 6个证件一次性送到了家中。

全国邮政首创的“出生一件事”项目萌芽于重庆。去年，璧

山、铜梁区邮政分公司分别切入“一件事”服务改革，分别采取

“个人付费＋线下流转”“政府付费＋双向邮寄”模式，打开邮寄

服务渠道。就在 2 个月前，重庆市卫健委明确“出生一件事”进

入全市“放管服”试点改革事项，为全面铺开带来契机。重庆邮

政迅速将其纳入项目管理，组织营销活动。目前，“出生一件

事”项目已在全市 13 个区（县）上线，在创新中实现了从无到有

的突破。

“采用项目管理方式是满足当前市场变化的需要以及企业

融合创新、转型发展的需要。”对项目管理，重庆市寄递事业部

市场部经理刘治洪有着深入见解。今年，重庆邮政将法邮、警

邮、医邮等政务项目纳入市级重点项目，落实目标、团队、路径，

统筹管理、一体推进。从成立市级政务项目组到 74 个政务项

目团队分布各区（县）邮政，重庆邮政搭建完善的政务市场营销

体系，让项目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成长。

在交管项目上，政务项目组及时把握驾驶证“跨区制证”变

革的机遇点，为 39 个车管所开通“便民通”权限，助推驾驶证寄

递转换率提升至 80％，项目收入增幅达 40％；在法院项目上，

重庆邮政在全国率先上线面单电子化服务，促项目收入突破

3000 万元，成为政务市场的龙头项目；在身份证项目上，全市

政务项目团队在专项提升活动中竞展拳脚，让身份证项目转换

率提升至 50.16％……

追风竞速的市场角逐考验的不仅是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更

加挑战项目运营能力。得益于项目制管理的推进，政务市场开

发按下了加速键，重庆邮政正在从单一经营客户到综合经营行

业的转型路上奔走不止。

这一转变在医药项目中有生动实践。2020年初，疫情突发

催生线上问诊。渝中邮政站上“线上化”“非接触”就医需求风

口，先后在 6家医院上线“互联网医院药品寄递”项目。依照“矩

阵营销”策略，渝中邮政已形成互联网药品、病历档案、体检报告

等多种寄递模式，带动全市邮政对医疗机构的开发热潮。沙坪

坝、南岸、大渡口等邮政分公司亦深耕当地药企资源，打造“邮医

联盟”场景，将业务拓展至万和药房、恒昌医药等多家规模客户。

“转变体现在客群由医院向医药企业、体检机构拓展，寄递

种类由病历档案向药品配送、试剂寄递等延伸，服务模式向多维

度扩展。”医药项目经理雷静总结，经营行业的成效更体现在项

目的跨越式发展中：目前，重庆邮政医药市场客户数达到 325

户，同比新增 166 户；项目业务量提升到 239.94 万件，同比增幅

达 31％；项目实现收入 1822.03万元，同比增幅为 21％。

从小项目到大项目，从经营客户到经营行业，政务市场项

目发展正多维度转变，以当仁不让的姿态成为市级经营项目的

“孵化园”。

竞
速
经
营
端
，让
项
目
从
无
到
有
从
小
到
大

时临寒冬，天地寒意正浓，行车在路上，冷风擦脸。

“小彭，等会儿来拿资料寄到各乡镇。”“要得，马上

到！”9 点 30 分，驾驶着邮车还未到区政府所在的龙海大

道，巴南片区邮政分公司投递员彭孝能的电话就响了起

来。每天 10 点、16 点到政府各个部门收寄公文邮件等是

彭孝能的“必修课”之一。在巴南区各个街镇，同样有邮

政投递员往返政府部门的身影。现在，巴南片区分公司

每月这样的“沿路送”邮件有近 5000件。

3 年前，由巴南片区分公司开先河探索出的“政务＋

邮政”新模式，而今已是重庆邮政耳熟能详、全面推广的

“巴南样板”。在邮政网点设立“政务服务厅”“政务服务

点”代办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以“就近办”“沿路送”

“上门接”的服务方式，实现“365 天全天候”政务服务，也

让邮政实现了政务市场的源头获客。

通政、通民、通商，是邮政的立足之基。在重庆市分公

司寄递事业部客户营销中心徐咏族看来，“打开政务市场的

重点，就是服务‘放管服’改革，让居民少跑腿、得便利”。近

几年来，重庆邮政在线上深度融入“互联网＋政务服务”建

设，成为“全渝通办”“川渝通办”等平台唯一快递服务商；在

线下，以“政务＋邮政”新模式进一步拓展政务寄递市场。

依托“巴南模式”的成功，重庆 22 个区（县）邮政分公

司一一敲开了政府办公室大门，争取到《关于进一步加强

国家机关公文寄递管理的通知》发布，明确邮政寄递政府

公文的职责和唯一地位。不仅如此，有的区（县）邮政还

独辟蹊径，开发行政审批免费寄递等便民项目。

“邮政就是来帮大家办事的！”在铜梁区行政服务中

心，最热心最忙碌的身影就属邮政派驻工作人员王芳。在

各办事窗口揽收邮件的空当，她不时协助录入寄递信息，

向居民宣传“零跑路”“零见面”政策。自去年铜梁邮政与

行政服务中心签订行政审批结果物寄递合作协议以来，王

芳便成为中心的“编外人员”。今年协议续签，从她手中经

过的邮件量节节攀升，寄递种类更是从身份证、营业执照

增加到“市场监管所审批结果”“户籍迁移资料”等。

促成行政审批结果物寄递纳入“政府买单”范畴，首

席客户经理制功不可没。在协议落定前的 1 年时间里，

铜梁邮政总经理付克开多次踏进行政服务中心洽谈、走

进分管区长和区委书记办公室汇报。现在，铜梁邮政不

仅将所有镇街公共服务中心审批结果物纳入免费寄递范

畴，还拓展了“车辆报废通知书”“违章停车处罚告知书”

等政府部门买单寄递项目。

铜梁仅是个代表。在重庆全市邮政，通过首席客户经理

走访，政务项目团队攻关，目前已有黔江、丰都等13个区（县）

的政府单位将行政审批结果物寄递纳入政府买单范围。目

前，重庆一网通办项目同比增幅为87.8％，列全国邮政第1。

从融入“渝快办”到服务“放管服”，从“沿途送”到“入

驻办”，“邮政”与“政务”越发密不可分，政务寄递始终烙

印着深深的邮政印记。

本期关注：重庆邮政探索“政务＋邮政”项目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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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张熙琳 重庆记者 刘力裴

深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