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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黑龙江邮政服务乡村振兴

2022年 12 月 23 日至 24 日召开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强国

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

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

化就是不全面的。要铆足干劲，抓好以乡村振兴为

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党的

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党的号召像

铿锵的战鼓，声声激励着黑龙江邮政人。从脱贫攻

坚、电商助农到邮快合作，从农产品基地建设到“小

朱家村模式”的全省推广……黑龙江邮政立足自身

的资源禀赋，全力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着力构

建农民获利、消费者获益、邮政获客、政府获赞的邮

政协同服务生态，在助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创

新，全面提升邮政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

仓配一体化服务能力的

大幅提升，让黑龙江全省邮政服

务乡村的水平不断提高，助力乡村振

兴的步伐也逐步加快加大。为了更好地打通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通道，全省邮政

以开展交邮合作、邮快合作、邮商合作等方式

构建现代农村流通网络，充分发挥邮政企业

全网一盘棋，专业间协同发展、专业内协调配

合的合力，使这个体系日益成长壮大。

2022 年，绥化市绥棱县邮政分公司与绥

棱客运站开展了“绥棱—建兴”线路的合作。

该条线路经停建兴邮政支局、张家湾邮政代

办所。建兴支局距离县城 100 公里，张家湾代

办所距离县城 50 公里，像这样偏远的村屯网

点在全省还有很多。交邮合作的开展，为邮

政投递员减负的同时，也大大加快了邮件的

投递速度。

与此同时，与交邮合作交相辉映的邮快

合作也得到了村屯百姓的一致称赞。自邮快

合作开展以来，黑龙江全省邮政开展邮快合

作的邮政营业网点已建成 697 个，代投民营快

件 1177 万件。目前，全省各地市、县邮政分公

司已全部与中通、韵达等 8 家民营快递公司开

展 了 邮 快 合 作 ，建 制 村 合 作 覆 盖 率 达 到

96.69％。

“路”通畅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村民，带

着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自 2021 年 3 月起，

黑龙江省分公司在全国率先承接美团优选

“ 社 区 电 商 进 农 村 ”项 目 ，实 现 了“ 邮 美 合

作”。2022 年，全省有 8 个市、16 个县邮政分

公司承接了美团优选项目，累计配送商品近

1000 万件，进一步加强了农村服务供给，稳步

提高了城乡服务均等化水平。

林口、汤原等县邮政分公司利用厢式车

辆的运能优势，通过车辆富余空间为县域粮

油、果蔬、日用品、农资、药品等经销商提供商

品配送物流服务，不但为商家节省了专车配

送的成本，还缩短了商品配送的时间。

“‘邮掌柜’系统不仅加强了对商品进销存的管理，

还提升了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林甸县四合乡合胜村

合兴顺食杂店是林甸县邮政分公司发展的村邮站，服务

范围覆盖 10 个屯的 1000 多户村民。“邮掌柜”荣继亮应

用“邮掌柜”系统管理商超，越用越得心应手……黑龙江

邮政主动担起助农兴农的责任，围绕乡村振兴这一中心

目标，不断创新经营模式，不断开拓助农渠道。

黑龙江省分公司还积极与省内交通、商务、农业、邮政

管理等政府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府进行对接，开展政邮合

作。在与省商务厅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中，合作范围涉及

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直播电商共享基地建设、跨

境电商通道等 11项重点事项。不断优化升级的县乡村三

级物流体系将邮政各方优势资源汇聚在一起，实现了普遍

服务、寄递业务、金融业务、农村电商“四梁”协同发展。

黑龙江邮政正发挥着主动脉的作用，带动全省农村

的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不断输入新鲜血液和动力。

有了小朱家村这个鲜活样

板 ，邮 政 振 兴 乡 村 的 步 伐 迈 得

更加坚实有力。宁安市分公司

将小朱家村生态良性循环的新

模式迅速在上官地村等周边村

子 复 制 推 广 ，也 得 到 了 当 地 政

府 和 牡 丹 江 市 政 府 的 全 力 支

持 ，并 将 邮 政 的 这 一 助 农 模 式

形 成 典 型 案 例 向 上 级 汇 报 ，推

向全省。

2022 年 10 月 26 日，黑龙江

省 分 公 司 调 研 组 赴 绥 滨 县 调

研 ，现 场 推 进 绥 滨 县 邮 政 综 合

服 务 标 准 村 建 设 工 作 ，指 导 该

县 复 制 小 朱 家 村 的 成 功 案 例 ，

全 力 打 造“ 绥 滨 德 善 村 ”模

式 。 绥 滨 县 邮 政 分 公 司 迅 速

对 接 了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首 批 选

取 了 20 个 村 开 展 精 品 站 点 建

设工作。

“邮政帮助我们做了这么多

工作，生意变得轻松了，我们的生

活越来越有奔头了。”德善村综合

便民服务站负责人刘德敏感慨地

说。绥滨县分公司为站点配备了

货架和电脑等设备，并叠加邮政

代收代投、邮件自提、农资化肥分

销等服务。店面环境好了，功能

也齐全了，店里平均每天能代投

和收寄几十件邮件。

邮政工作人员还手把手地

教会刘德敏利用邮乐网在村里

开展批销业务。像水果蔬菜和

日化用品等都能通过邮乐网下

单购买，这种线上销售、线下配

送的模式不仅为小店增加了人

气、获得更多收入，更为村民们

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

绥滨县分公司通过建设综

合便民服务站，不仅实现了工业

品下乡，还为各乡村农产品进城

搭建了绿色通道。邮政工作人

员把各村当年收获的新米进行

筛选拍照，通过邮乐网和邮政社

区团购群开展线上销售，然后由

邮政快递配送出村，让村民足不

出户就能把粮食卖出去。各村

的综合便民服务站也都把村里

各家各户的大米、干豆角丝、蘑

菇等绿色产品收集起来，再通过

邮政线上销售平台和线下配送

渠 道 摆 上 了 城 市 消 费 者 的 餐

桌。一体化的邮政综合服务体

系，为村里营造了良好的生态发

展 环 境 ，也 给 农 民 致 富 按 下 了

“快进键”。该分公司已累计帮

助村民销售大米 20 吨、干菜 5 万

元，发放第三代社保卡 344张。

2022 年，黑龙江全省建成第

一批邮政综合服务标准村 51 个，

实 现 农 产 品 进 城 销 售 额 136.96

万元。同时，黑龙江省有 6 个县

入选 2022 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县。而作为助推黑龙江省乡村

振兴的重要成员之一——黑龙

江邮政，不仅将自己的身影留在

了田间地头，更印在了千千万万

农民的心头。

2022 年初，黑龙江省出台的

《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若

干措施》中指出，要突出邮政运

输体系在农村地区的基础支撑

作用，加快邮政企业农村邮路汽

车化改造进程，继续优化农村投

递线路，打造城乡物流高效配送

通道。黑龙江邮政结合本省实

际，确定了以“县级中心辐射模

式”为主的网络体系架构，依托

普遍服务网点、“邮乐购”站点、

村邮站等实体渠道，强化人口密

集区域的渠道复合利用；对网点

空白行政村开展拓店走访，施行

“一村一站，一村一点”的网格化

布局，建设村级邮政服务站；对

已建站点进一步激活，发挥普遍

服务网点的聚合作用，将其建成

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的关键节点；

结 合 时 限 、站 点 、路 况 ，参 考 运

力、投递里程等因素，推进农村

投递由摩托化向汽车化转变，对

全省 71 个县、6961 个建制村（不

含城中村和镇中村）投递线路开

展优化。优化后的投递线路 857

条，全部达到一周五班。目前，

全省已建成 6961 个邮政服务站，

实现行政村覆盖率 100％。

黑龙江省分公司充分利用邮

政寄递网络和渠道资源优势，加

快建设县级仓配中心、乡级分拨

中心和村级邮政服务站三级物流

体系节点。在县级中心，采取“建

租结合”的方式，通过新建、现有

场地改造扩建、租赁、整合社会资

源等方式开展三级物流体系的县

级枢纽节点建设；在乡镇中心（乡

镇支局所），选择周边乡镇、村屯

比较密集的区域中心——乡镇支

局及二级干线邮路上的乡镇支局

设置中途转接点；在村级站点，在

已建成建制村“邮乐购”店、村邮

站的基础上，对空白建制村选取

商超、村委会进行新建补充，建设

三级物流体系的末端节点。目

前，全省邮政已累计建成县级中

心 71 处，仓储面积 5.3 万平方米，

其中，农品基地仓 1.23万平方米；

建成乡级中心 1078 处。全省邮

政三级物流体系的梳理优化，激

活了网络快速成长的能量素，促

进了能力提升。

前段时间，记者坐摆渡船来

到宁安市小朱家村，第一个跳入

眼帘的就是在小朱家村大门旁的

“邮政助农 乡村振兴”的展板。

小朱家村村委会主任程连坤告诉

记者：“像这种邮政元素的工艺建

筑、展板在村里随处可见，邮政已

完全融入村民的生产生活。”

前不久，黑龙江省邮政分公

司在全省邮政范围内推广牡丹江

市宁安“小朱家村模式”，并制定

印发了《邮政综合服务标准村建

设实施方案》。作为“模范代表”，

小朱家村的名气在全省打响。

小朱家村位于宁安市渤海

镇，距离镜泊湖风景区 8 公里，距

火山口国家森林公园 20 公里。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这里成为

世 界 上 唯 一 的“ 堰 塞 湖 石 板 稻

米”产地。

来到小朱家村，记者惊讶于

其三面环水，碧波荡漾，鸭群戏

水，绿植遮蔽，规整的民宿掩映

其间，宛若来到江南水乡。也正

是因为小朱家村这样特殊的地

理、文化、经济环境，引起了宁安

市邮政分公司的特别关注，一套

“农特产品销售＋旅游研学＋寄

递金融综合服务”的构想迅速形

成并付诸实施。

曾经，小朱家村是一个交通

不便、基础设施落后、集体经济

薄弱、增收渠道少的落后村。虽

然有品质无双的石板大米，但其

产量有限，带不动整个村子的经

济，而且村里的年轻人全部外出

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就靠着种

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地、水稻田以

及养鸭为生，全村的人力、物力、

财力都极度缺乏。为了带领全

村步入良性发展，近年来，村党

支部与村民依托自然资源发展

乡村旅游，打造了农业旅游观光

带、家庭旅馆、特色农产品采摘、

江心岛渔猎文化等旅游项目，不

仅得到了宁安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更得到了宁安市分公司的重

点帮扶。

宁安市分公司与当地乡村

振兴局、渤海镇政府、村委会进

行协商研讨后，于 2022 年开始在

村内选址建立小朱家村邮政综

合便民服务站。服务站“帮助村

里扩大宣传、拓宽销路”的初衷

和行动，得到了村委会的大力支

持，更敲开了村民们的心扉。

宁安市分公司发挥便民共

享、农资销售、惠农贷款、三级物

流 体 系 配 送 的 资 源 优 势 ，打 造

“邮政网点＋站点”的发展模式，

利用小朱家村生态宜居、特色地

貌 等 优 势 ，建 立 了 三 大 项 目 基

地，分别是大米、生态鸭蛋、小菜

园基地。

村里的邮政便民服务站作

为三大基地的宣传、销售和运输

平台发挥着重要作用。站内建

有一个直播间，邮政利用线上直

播，引进分销系统，通过“大米食

堂”等项目渠道拓宽大米销路。

截至 2022 年底，已线下销售大米

20 万元，抖音、快手直播间线上

销售的大米全部由邮政提供寄

递服务，目前已累计邮寄 1.7 万

件；销售鸭蛋 2000 箱，为农民创

收 4 万元，线上“邮乐优鲜”实现

销售额 29万元。

小朱家村的邮选小菜园一

时间成了网红旅游打卡地。1 号

小园地的园主说：“我两天就卖

出了 300 斤豆角，增加了 1800 元

的收入。邮政不仅为我提供了

打包寄递服务，还经常组织小学

生来到我的小菜园进行研学活

动。我的小菜园越来越热闹了，

我和老伴儿也有了可以聊天说

话的人，每天都很开心！”目前，

小菜园基地项目月均销售达到

1000 单，参与项目的 9 户村民每

户月均增收千余元。

在发展乡村旅游项目上，宁

安市分公司利用自身客户资源和

广告资源，为邮政VIP客户专门打

造了“小朱家村一日游”活动，不

仅提升了大客户对邮政的黏性，

还将小朱家村的旅游项目打出了

知名度，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助

力村民增收。2022 年，该分公司

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老客户

引荐等方式带动旅游团 265 人次

来此参观，全年为小朱家村引流

6400人次，印制明信片1000枚。

“在咱们小朱家村，邮政的

元素和服务完全融入村民的日

常生活当中，村子真是变成了名

副其实的‘邮政村’。”村民们开

心地说。一个个项目的成功，让

村民们看到了希望。村民们阳

光般的笑容，让人感受到满满的

幸福感，暖暖的、甜甜的！

□本报记者 张丹丹/文 通讯员 高邹伟/图

满

“小朱家”做样板 新农村建设注入“邮”力量

“生态网”做平台 兴农服务赋予“邮”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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