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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邮政分公司通过资源优势互

补，深化落实“放管服”便民服务

措施，持续将“警医邮”合作向纵

深推进，为涉车业务客户提供多

维“一站式”精准服务，以高质量

的公安交管便民服务打造了新服

务“生态圈”，在促进乡镇网点转

型发展中进行了积极探索。

□张毅

货物运输涉及多个环节，如运送、装卸搬运等，货物包

装是否符合要求，直接关系到货物的安全运输，妥善包装是

托运人的一项重要义务。民法典规定：“托运人应当按照约

定的方式包装货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适用本法第六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托运人违反前款规

定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可以在

运输合同中对货物的包装标准进行约定，但不得违反国家

对包装标准的强制性规定。如果对包装的方式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民法典之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

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

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

标的物且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包装方式。”该

条中的“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在货物运输中是指，

托运人根据货物的性质、重量、运输方式、运输距离、气候条

件以及运输工具的装载条件，使用符合运输要求，便于装卸

和保证货物安全的包装。货物包装不符合要求的，承运人

可以拒绝运输。与货物运输类似，邮件在运递过程中也需

要妥善包装，以保证邮件的运递安全。结合有关规定，寄件

人尤其是协议用户应履行的包装义务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寄件人应当妥善包装邮件。寄件人与邮政企业可

以在服务合同中约定邮件的包装方式，包装约定可以参照

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的要求，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另行

约定，但要以保证邮件寄递安全为原则。邮件包装一般应

符合以下要求：按照寄递物品的性质、重量、形状、寄递路程远近和运输方式，

对邮件进行妥善包装，还要方便封装、运输和拆解；包装应具备保护寄递物品

的功能，应防冲击和挤压，避免物品出现损坏；有隐私防护要求的物品应选用

不透光的包装容器；包装容器内有多件物品时，应按照“重不压轻、大不压小”

的原则进行装箱；包装容器内有易碎物品或液体类物品等特殊物品时，应单独

进行包装防护，防止出现破损或漏液二次污染。

二是邮件包装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民法典强调，包

装方式应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也规定，国家鼓励和

引导消费者使用绿色包装和减量包装。同时还要求，电子商务应当优先采用

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优化物品包装，减少包装物的使用。根据

上述规定，寄件人提供的邮件包装物应符合国家关于绿色环保的要求，使用环

保材料对邮件进行包装，优化包装结构，防止过度包装；在不影响邮件寄递安

全的前提下，应优先选择低克重高强度、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在满

足寄递需要的前提下，防止包装层数过多、空隙率过大；根据包装箱内装物最

大质量和最大综合内尺寸，选用合适的包装箱；塑料包装袋、普通胶带中的铅、

汞、镉、铬总量以及塑料包装袋中的苯类溶剂残留应符合国家规定；不得使用

有毒物质、发泡聚苯乙烯等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有危害的物质作为填充材

料；遵守国家有关禁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规定，

不得使用重金属、溶剂残留等特定物质超标的劣质包装袋等。

托运人违反包装有关要求，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

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产生的费用由托运人负担。因此，寄件人未妥善包装邮

件或者违反绿色包装要求的，邮政企业应当建议寄件人更换或者经其同意后

代为更换，寄件人拒绝配合的，邮政企业可以不予收寄。同时，邮政企业应当

通过邮政服务合同约定或者以其他书面方式告知协议用户，其自备的包装物

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寄件人未尽到妥善包装义务，造成邮件内件物品损毁的，将构成相应的过

错，邮政企业可依照民法典有关规定减轻或者免除赔偿责任。但要注意的是，

邮政企业收寄邮件时，包装明显不符合要求，经验视未发现的，或者发现后未

要求寄件人更换的，以及邮政企业代为包装的，邮政企业对邮件损毁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但邮政企业对包装验视检查仅限于外部包装，对于内包装不当，如

衬垫不足、捆扎不妥，由此导致邮件损毁的，邮政企业一般不承担责任。

□黑龙江记者 崔宇新 通讯员 刘焱

“我要对负责林业 1号楼 26号信

箱的投递员表示感谢！他不愿说出

姓名，但对他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

我总结为八个字——学习雷锋，充分

彻底。”3 月 1 日，黑龙江省黑河市 86

岁高龄的林草局退休老干部朱文映

给黑河市邮政分公司打来电话激动

地说道。

受到表扬的是黑河市分公司邮

件处理中心普服投递员李彬。他从

事投递工作已有 16 年，所负责的投

递段道约有 25 公里，担负着为市内

60 个企事业单位、4 所学校、20 个居

民小区提供普遍服务和满足其他用

邮需求的任务，全年累计投递报刊

16.5 万 余 份 、包 裹 2 万 余 件 、信 件

5000余封。

朱文映在电话中提到：“退休后，

看报已经变成我日常的生活习惯。

而每天，投递员都会准时投递报纸和

邮件，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作为一

名基层邮政投递员，李彬经常会与老

年用户打交道。在一次送件中，他了

解到朱文映老人一个人独居，在外地

的孩子时常会给他邮寄东西，由于行

动不便，老人下楼取件很吃力。李彬

便每次都把报纸和邮件送到楼上，交

到老人的手中。“虽然耽误一些时间，

但能帮助到老人，我心中感觉踏实。”

李彬说得很质朴。

金 融 小 区 三 号 楼 也 是 李 彬 的

服务小区，有温雅琴老人的平信时，

老人每次都叮嘱李彬放在楼下的超

市就行，自己再去取。但李彬担心

因信件体积小会丢失，便为老人申请

了一个专用信箱，安装在了老人家门

口，并自费买了一把锁头。当他把钥

匙交到老人的手里时，老人很是感

动。几天后，老人到李彬所在的单位

送来了感谢信和 200 元钱，并深有感

触地说：“李彬同志认真努力的工作

精神令我深受感动！我对他的帮助

和付出表示深深的感谢。”李彬得知

后，又把 200 元钱退还给了老人，并

与老人互相加了微信，之后一直保

持着联系。“在这个岗位上，能为老

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感到十分

有意义。”面对腿脚不方便、因生病

行动不便的老人，李彬更愿意多爬

几层楼，把报纸、邮件送到老人的手

中。十多年的坚持在李彬的眼里只

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从业多年，“客户至上、用户第

一”的服务理念被李彬实实在在地践

行着。面对老年用户，他耐心指点填

写业务单式、为他们办理业务。良好

的职业素养、高效的工作方式、热情

周 到 的 服 务 得 到 了 用 户 的 广 泛 赞

扬。他也用实际行动铺就了平凡的

“雷锋邮路”。

□云南记者 杨晓颖

“以前，我们要办个与驾驶证相

关的业务，要跑上好几个部门，既费

时又费力；现在，到邮政网点一切全

办妥，实在是太方便了！”日前，一位

刚刚从云南省麻栗坡县邮政分公司

八布营业所办理完驾驶证期满换证

业务的客户对记者说道，整个办理过

程仅耗时十几分钟。

自 2019 年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邮政分公司通过充分践行协同战

略，创新服务理念，拓宽服务模式，持

续将“警医邮”合作向纵深推进。截

至今年 2 月底，文山州共设有 77 个

“警医邮”便民服务网点，累计服务群

众 38万多人次，互联网邮寄服务惠及

32 万人次，为群众、企业减少办事成

本 3600 多万元。文山州成为云南省

内继省会城市昆明之后“警医邮”便

民服务网点开办最多的市（州），也是

便民服务网点覆盖乡镇最多的地区。

打通“最后一公里”

文山州地处云南省东南部，山区

和半山区占总面积的 97%。广南县

板蚌乡距离广南县城往返车程 212公

里，麻栗坡县董干乡往返麻栗坡县城

车程 250 公里。过去，当地群众办理

一次车驾管业务至少要用时 3 天，极

不便利。

为深化落实“放管服”便民服务

措施，为涉及车驾管业务客户提供就

近、便捷、高效服务，自 2019 年起，文

山州分公司与文山州交警部门合作，

充分利用邮政点多面广的网络优势，

在全州范围开办了“警医邮”便民服

务业务，实现了“公安交管业务+驾驶

人体检+照相+证件邮寄”“一条龙”

服务，为当地群众解决了补（换）领驾

驶证要到多个部门办手续等问题，将

交通管理业务延伸至农村，彻底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该项业务

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

好评。大家纷纷表示，以后不用再到

县级以上的交管部门办理这些业务

了，在家门口便实现了“一证办、一窗

办、快捷办”，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和

经济成本。

在疫情期间，当地群众还可以在

手机上直接申请办理业务，证件就能

直接邮寄到家。除了车驾管业务，群

众在邮政网点还能享受到更多的服

务，比如代开税票、代办保险等。同

时，交管部门也通过这样的合作，在

盘活警力的同时，为广大群众提供了

更为便捷的服务。

业技融合一站多能

为进一步有效利用邮政资源，拓

展警邮便民服务的深度和广度，近年

来，文山州分公司通过推行“一县一

策”“一点一策”，让业务得到不断创

新发展。

2020 年，文山州警邮共同投资，

在州“警医邮”便民服务中心三楼增

设“两个教育”教室。通过联合开展

活动，不但解决了交管部门驾驶员的

教育学习点少面窄的问题，还拓展了

邮政代理交管业务的种类，拓宽了邮

政业务的收入渠道，更增强了警邮双

方业务合作的黏性。2021 年 5 月，文

山州分公司与交警部门协商，选取西

畴县兴街镇为试点，除开办传统“警

医邮”业务之外，陆续增加驾驶员新

取证的发证、邮寄以及摩托车落户、

审验、检测等交管服务。双方将西畴

县兴街镇网点重点打造成“乡镇小型

车管所”示范网点，并计划逐步在全

州范围内推行“兴街模式”。目前，兴

街网点新增的驾驶员初领证邮寄量

为 5662 个，摩托车注册登记受理 536

辆。

2022 年，文山州分公司又打破原

有模式，在原“警医邮”业务的基础

上，选取城区邮政分公司古木镇营业

所为全省首家试行网点，试运行远程

摩托车人工检测业务。通过与第三

方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边远

农村地区群众提供就近、便捷、高效

的摩托车人工检验服务，实现了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就 可 以 检 测 的 便 民 服

务。此项业务的开展，在乡镇交管

“减量控大”指标压降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成为消除部分摩托车“带

病”上路、保险脱交等安全隐患的有

效途径。目前，文山州分公司在 39

个乡镇网点开展了摩托车人工检验

工作，且运行逐见成效、业务逐步上

量，共受理业务 8397 笔。这项工作

为文山州分公司“警医邮”业务找到

了新的收入增长点，成为全省警邮

项目业技融合的一个新亮点。新增

的 39 个边远乡镇摩托车人工安全技

术检验服务点，切实解决了边远乡

镇群众“检车难”的问题，全州摩托

车检验率获得提高。

目 前 ，文 山 州 分 公 司“ 警 医 邮 ”

项目主要办理的业务种类已经拓展

到了车牌寄递、驾驶证寄递、行车证

寄递、抵押登记和解除抵押登记业

务 寄 递 、“12123”网 办 业 务 、体 检 业

务 、“ 两 个 教 育 ”、摩 托 车 人 工 检 验

等，邮政交管“一站式”服务深受群

众好评。

协同发展促转型

“ 一 个 客 户 带 着 一 种 业 务 需 求

来，至少办理两种业务高高兴兴走”，

这是文山州分公司在“警医邮”项目

发展中提出的协同发展模式。通过

对“警医邮”客户进行多维度的立体

式服务开发，全州 66个乡镇“警医邮”

网点客户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在业务推进过程中，为做好客户

资源引流复用，文山州分公司利用各

种形式分别对城区、乡镇网点的“警医

邮”业务进行广泛宣传推广，并邀请交

警中队共同进村寨宣传乡镇“警医邮”

便民服务。随着业务知名度的不断提

升，网点“警医邮”业务客户不断增

多。2020年 10月，文山州分公司分别

选取了一个城区网点——文山市开化

南路营业所、一个乡镇网点——文山

市古木镇邮政营业所为“警医邮+”业

务协同发展的试点网点，在客户到网

点办理“警医邮”业务时，对各项邮政

业务进行宣传。通过业务叠加，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很好地促进了网点各

项业务的协同发展。在“古木经验”的

带动下，各县级网点均开展了“警医

邮+”活动，积极向“警医邮”客户宣传

其他邮政业务，实现金融、文传等各项

业务协同发展。

随着“警医邮”项目的推进，乡镇

网点原来闲置的、利用率不高的设

备、场地、系统资源等得以整合利用，

也极大提升了网点的软硬件形象。

2022 年，古木支局网点储蓄余额本年

新增 928 万元，办理金融类保险业务

517 万元，摩托车人工检验共受理业

务 1317笔。

通过“警医邮”项目，文山州分公

司有效拉动了 108 个农村网点的转

型，实现了 46个农村金融网点年均业

务增长 13.65%；未直接开办“警医邮”

业务的 62个普服网点，通过引导客户

办理业务，也带动各项业务实现较高

增长。

□刘力扬 文/图

2 月 26 日，河南省淅川县大石桥

乡郑家岭村村民黄丰英，与正在村委

会门口的驻村第一书记李博交谈着，

看到邮政投递员全淅远，高兴地打着

招呼：“谢谢你，小全！前天刚在网上

买的衣服，今天就到了。以前除了邮

政，其他的快递还要跑到镇上取。现

在不管是邮政还是别家的快递，走几

步到村头就能取了，真是方便！”李博

接过话茬儿说：“咱们村里布设了快

递包裹柜，比我在县城住的小区取件

还方便。邮政真正将服务实实在在

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了！”

“自从快递进了村，村里还有智

能快递包裹柜，家门口就能取快递。

儿子、儿媳、闺女在外地，隔三岔五地

往家买东西，快递多的时候一天能从

店里取走几件。从手机、衣服到牛

奶、蛋糕等零食，甚至油、盐、酱、醋、

米。现在家里的吃穿用都基本靠网

购，他们只管买买买，我就等着收收

收。”黄丰英爽朗的笑声传得很远，连

声夸邮政服务“好得很”！

一旁的村民也都接上了话茬儿：

“手机上一下单，全国各地的东西都

能送到家门口，让我们山区的老百姓

也能享受网上购物带来的便捷。”这

些变化的背后，源于南阳市邮政分公

司大力推进“邮快合作”，打通了快递

进村“最后一公里”。

大石桥乡地处淅川县西南部，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东岸，地

处伏牛山余脉，境内多山区和丘陵。

“过去，村里只有一个邮政网点，大部

分快递网点在镇上。收取网购快递

经常要跑几公里不说，逢上雨雪天气

上山、下山很不方便。”郑家岭村村民

说道。

为全面打通快递进村的“最后一

公里”，南阳市分公司积极践行行业

“国家队”使命担当，充分发挥邮政资

源禀赋优势，牵手民营快递企业，加

强“邮快合作”，拓展服务领域，打造

邮政共配平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用邮需求。淅川县邮政

分公司在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行政

村，建立“邮快合作超市”，布放智能

快递包裹柜，让广大农民群众切切实

实享受高质量的邮政服务。

小包裹连接大民生。智能快递

包裹柜不仅助力乡村振兴再提质，也

为村民提供了更加优质的生活体验，

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

得感。村民在村头就能取到快递了，

不用再骑着电动车跑半个多小时到

镇里取了。村子建在山上，大件的包

裹，邮政还给送上门；小件包裹到邮

政智能快递包裹柜里取。全淅远负

责周边山区 19个村子的邮政服务，总

是及时把包裹送进村里。

“淅川是个山区，许多村庄位置

偏 远 、业 务 量 少 、运 输 成 本 高 。 现

在，通过‘邮快合作’，实现同仓共配

节约资源，再通过‘交邮合作’把邮

件快件及时发运下去，利用邮政在

各村设立的综合便民服务站实现代

收代投，不但降低了运营成本，更重

要的是让老百姓足不出村就能享受

到便捷的服务。”淅川县极兔快递负

责人认为，“邮快合作”让快递进村

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在 淅 川 ，郑 家 岭 村 的 邮 政 服 务

不是个例。淅川县分公司总经理张

军介绍道：“全县 14 个乡镇，目前有

11 个乡镇实现了‘邮快合作’，快递

合作企业达到 5 个。通过对周边辐

射，全县 483 个建制村全部实现快递

进村。”

快递进村畅通了城乡经济“微循

环”。目前，南阳市“邮快合作”建制

村覆盖率达到 100%。2022 年，全市

快递进村业务量达到 2560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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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雷锋邮路”写满质朴

打造车管服务“生态圈”
——云南文山邮政深化“警医邮”合作促进网点转型发展

客户正在“警医邮”便民服务大厅办理业务。 □王凌云 摄

自从村里有了快递包裹柜……

投递员每天准时把邮件放到包裹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