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26日 星期六
本版编辑：刘漾 电话：（010）83161103
www.chinapostnews.com.cn4

出版单位：《中国邮政报》社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东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100051 投稿平台：www.chinapostnews.com.cn 总编室：（010）83161680 传真：（010）83162330 广告联系电话：（010）8316855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市监广登字20170100号 本报每周二、三、五、六出版 月价：21元 印制单位：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高质量发展
蹲点调研行

镜泊湖东，牡丹江畔，稻花飘香。

穿过翻滚的稻浪，前方豁然开朗。江

水绕村，牌坊式村门矗立对岸，两侧垂

柳如墙，环抱村落，民居掩映其间，犹

如“世外桃源”。8 月 16 日一早，从黑

龙江省宁安市驱车 60 多公里，记者一

行来到渤海镇小朱家村。

小朱家村三面环水，进出村最便

捷的方式是乘坐摆渡船。从曾经交通

不便的小村，变为现在的“旅游名片”，

发展就在村民不经意间完成切换。迎

面一辆邮车驶下渡船，带着小朱家村

村民收获的喜悦和祝福驶向远方。

摆渡船上，“邮银协同 共助乡村

振 兴 ”“ 共 享 邮 政 网 络 见 证 城 乡 繁

荣”的横幅格外醒目，而船费只需游

客用手机扫描船上的“邮支付”二维

码即可支付。船主告诉记者：“小喇

叭一响，我就知道钱到账了，很是方

便 ！ 随 着 村 子 名 气 越 来 越 大 ，来 游

玩的人也越来越多，多亏有了‘邮支

付’系统，不然我还真忙不过来！‘邮

支付’提现还不收费，我们村的商户

都 用 它 。”谈 起 邮 政 ，这 个 腼 腆 的 汉

子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小朱家村也是黑龙江省邮政分公

司建成的最早的邮政综合服务标准

村。这两年，小朱家村与邮政的多维

深度融合，让这个宁静又充满活力的

美丽乡村邮韵十足，也更加具有包容

性和创新性。

记者一行从乘船入村到坐船离

开，在村里的几天，住民宿，吃农家饭，

参观村史馆和村乡村振兴馆，听村党

支部书记和村民讲奋斗故事；深入邮

政综合便民服务站、邮选小园地、鸭蛋

基地、大米加工厂和大米专业合作社，

了解邮银如何协同助农……一路观

察，一路思考，深刻地感受到“邮政村”

建设给小朱家村带来的强助力和新变

化，也感受到众多乡村在振兴路上对

邮政综合服务的无比渴望和期盼。

组织融合：邮元素无处不在

从下船踏入村口的那一刻起，记

者便发觉“邮政村”之名毫不夸张。

信步于百日菊盛放的村道上，只

见 小 朱 家 村 里 的 邮 政 元 素 无 处 不

在——在村民活动的核心地带党建

文 化 广 场 ，“ 全 国 文 明 村 ”的 字 牌 之

下，“安心储蓄 放心邮政”“保险在邮

政 平安在心中”的绿色字样格外醒

目，广场周围立着的绿色指示牌为来

客 指 引 前 往 邮 政 综 合 服 务 站 的 方

向。街灯下、草木间，印着邮政寄递

宣传标语的条幅、旗帜随处可见。路

过的村民随性地穿着印有邮政 Logo

的服装，得知记者来自邮政系统，都

格外热情地打招呼。

“邮政绿”已悄然与村落融为一

体，成为小朱家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品牌融合的背后是组织融合。小

朱家村党支部和宁安市邮政分公司党

支部建成助力乡村振兴“党建联盟”，

并协同建立服务乡村振兴共商机制。

“从产业振兴到文化振兴，邮政成

了村里的智囊团。无论大事小情，村

民都愿意和邮政人一起想办法、找路

子。”小朱家村党支部书记程继光对邮

政给村里带来的新变化连连称赞。

由于洪水刚刚退去，江边的游乐

广场上满是淤泥，村民忙着用水管冲

洗。程继光指着岸边树林里搭建的露

天舞台说：“前阵子，受到淄博烧烤爆

火的启发，邮政和我们村党支部联合

策划了‘烧烤电音节’活动，邀请游客

们晚上来这片江畔听音乐、吃烧烤，这

个台子就是邮政帮忙搭起来的。”

尽管一场洪水无情地冲走了这场

精心筹备数月的活动，但回想起与邮

政 联 合 办 节 的 经 历 ，程 继 光 依 然 动

容。“当时邮政倾力支持我们筹办电音

节，不但在创意策划、活动宣传、场地

搭建、装饰布景、金融服务、产品分销

等方面提供一条龙服务，还将公司闲

置的太阳伞、食堂冰柜等设施直接拉

到了活动现场。游客暴增后，我们村

里一时人手不够，邮政的员工们还到

村里来当服务志愿者。”

如今，村民已和宁安邮政员工打

成一片，大家如同兄弟般亲热。小朱

家村遭遇洪水，邮政人第一时间来电

询问受灾情况，表示随时可以驰援，令

程继光非常感动。

邮政还将大客户回馈活动与村里

的乡村旅游相结合，参与策划举办渔

猎文化节、研学夏令营等活动，吸引了

很多游客；把市里的医生请来开展“送

医下乡”义诊，为村民送健康，服务可

谓无微不至。程继光笑言：“现如今，

邮政人把自己看成半个村里人，我们

村民也都是邮政的客户，大家也把自

己当成半个邮政人了。”

“小朱家村的振兴之路，当地邮政

可 以 说 是 全 程 参 与 ，和 我 们 一 路 同

行。”谈到与邮政的合作历程，程继光

更是话匣子大开，“邮政通过寄递物

流、金融、农村电商、农资分销等各项

业务协同融合到村里的生产生活中，

为大家解决了很多难题。这些年来，

邮政的服务真是融入村民的骨子里。”

生活融合：邮服务无微不至

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设在村北，

坐落于记载着小朱家村振兴历史的村

史馆和乡村振兴馆之间，占地面积超

百平方米，每天客来客往，好不热闹。

这里不仅是邮政服务小朱家村的“大

本营”，也是游客进村必逛的网红打卡

地。

推门进入，只见站内宽阔敞亮、布

局规整，特色农产品、包裹代收投、小

园地组货、文创、邮生活积分兑换、大

单品和快消品、农资产品七大功能区

一应俱全，此外还有直播间、乡村金融

工作室和党建有声读书墙，并叠加快

递收寄代投、代缴水电费、报刊订阅、

集邮、图书预售等多种业务。

服务站进村，村民收寄包裹再也

不用跑到 20 里外的渤海镇了，在家门

口就可享受网购的便利。

站主朱文彬正在工作台前紧张地

操作手机。“市里的团购订单来了，我

得赶紧通知群里的园主准备明天要送

进城的菜。”她说。

朱文彬忙活的，正是邮政为小朱

家村策划的“邮选小园地”蔬菜社区团

购活动。

小朱家村村民的房前屋后都有菜

园子，平常吃不完的菜要如何处理，村

民们一度很发愁——附近菜商收购价

格压得低，自己拿出去售卖路远、成本

高，部分村民会拿到村头岸边摆摊卖

些，但仍有不少烂在了地里。

针对这一情况，邮政建设“邮选小

园地”将村民小菜园里富余的菜通过

邮政渠道销往宁安市，不仅让城里人

吃上了绿色无公害的放心菜，还让村

民们多了一份收入。用宁安市邮政分

公司总经理朱科俊的话来说，“邮选小

园地”为小朱家村的村民找到了一起

吃好菜的“城里亲戚”。

2 号“邮选小园地”园主陈娜是村

委会推荐加盟“邮选小园地”的 9 户农

户之一，信用好、配合度高，向邮政提

供的蔬菜由村委会进行质量把关。

次日上午一大早，陈娜他们就到

自家菜园里，按照前晚朱文彬发在群

里的客户订单采摘蔬菜，用推车送到

服务站。

“邮政从来不刻意压价，甚至让我

们种的菜能以略高于市场价卖出！我

每次都摘园子里最好、最新鲜的菜给

邮政送去！”陈娜笑吟吟地说，“现在村

里人都可羡慕我了，争着想加盟‘邮选

小园地’呢！”得益于“邮选小园地”项

目，身为全职宝妈的她靠卖菜一年可

多获得千余元收入。

看见陈娜出现，朱文彬立刻上前

帮忙卸车。“黄瓜 3 斤、辣椒 2 斤、土豆

5 斤……好嘞！”朱文彬手脚麻利地清

点好，过秤、记台账、装包、打印面单，

一套组货流程行云流水。很快，新鲜

的菜品已分装完成，包装袋上的溯源

码就是蔬菜的“身份证明”，客户手机

一扫便知其来源和产地。

上 午 10 点 ，邮 车 准 时 来 到 服 务

站，卸下寄来的包裹，将“邮选小园地”

蔬菜和要发寄的包裹装上车，就出发

了。一袋袋蔬菜承载着乡民质朴的期

许奔赴市民百姓的餐桌。

下午 4 点前，宁安市民便可在家

附近的邮政支局团购自提点拿到蔬

菜。

因为有邮政的承诺和信誉作保

证，“邮选小园地”的果蔬微信群团购、

邮乐网线上销售等开展得有声有色，

客户对其品质赞不绝口。

产业融合：邮助力无出其右

在服务站的特色农产品区，最热

门的明星产品是石板大米和烤鸭蛋，

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下单。在小朱家

村，已形成三大产业基地，大米和鸭蛋

是其中之二，邮政都深度参与其中。

“自从邮政帮我们对大米进行运

营包装，在直播间卖成了爆款产品。

通过邮政帮销，我们的大米销售额逐

年提升。”小朱家村春风十里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程连坤告诉记者，小

朱家村产的大米是独具特色的火山岩

石板大米，是世界上唯一的堰塞湖石

板稻米。以前因名声打不开，大部分

以原粮销售。

现年 34 岁的程连坤大学毕业后

便返乡创业，开民宿、办米厂、搞文旅，

还承包了村里 6000 多亩稻田，做得风

生水起，短短几年就成为村里新的“致

富带头人”。

程连坤的大米加工厂是宁安市首

批现代化大米加工厂，占地面积超 1

万平方米。轰隆隆的机器作业声从厂

房 里 传 出 ，工 人 们 正 在 机 器 旁 忙 碌

着。“这米厂几年前还只是一间小作

坊，但在邮政的全面介入和帮助下，几

年间已发展成现代化的大米加工企

业，产品远销全国。”程连坤望着堆满

了大米的大库房感慨地说。

村 民 要 扩 大 种 植 面 积 、购 买 种

子 ，米 厂 要 发 展 ，购 买 农 资 、扩 建 厂

房、引进设备等，这一切都需要充足

的资金支持。宁安市分公司协同邮

储银行宁安市支行将小朱家村建成

普遍授信信用村，在用款集中时节，

开通贷款绿色通道，帮助村民解决日

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不足问题。今

年已发放贷款超过 400 万元，为小朱

家村送去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和

“金融活水”。

宁安市支行零售金融部负责人王

鹏介绍：“目前邮储银行在小朱家村触

达客户和授信客户都是 67 户，占比近

80%，用信率近 30%。”让程连坤暖心

的是，宁安邮银时刻关注企业的发展

需求，提供了包装、运输、仓储、金融等

多元综合服务，并通过品牌联名积极

推广产品，还特别建设了“小朱家大米

寄递仓储物流中心”，方便大米产品打

包直寄全国。“今年，我们村已经通过

邮政销售大米 480 万元，户均收入增

加了 5000元。”程连坤很是满意。

小朱家村鸭蛋产业基地负责人王

君是程连坤的发小，两人当年曾一起

回村创业。他轻车熟路地登上自家鸭

房附近的木船，一边有规律地敲击船

舷 ，一 边 对 着 江 心 呼 唤 ：“ 鸭 鸭 鸭 鸭

鸭……”

不一会儿，江面上出现了浩浩荡

荡一大群身影。伴随着此起彼伏的

“嘎嘎”欢叫声，上百只鸭子在几只大

白鹅的带领下捕鱼捉虾，在水面划出

齐整的波纹，优哉游哉地向岸边靠拢。

因鸭子在江边放养，王君家的咸

鸭蛋口感独特。但在数年前，由于缺

乏营销渠道和包装运输条件，其售卖

范围仅限于游客和周边村镇。与邮政

的合作为他带来了转机。“鸭蛋易碎且

怕低温，邮政特别为我们定制了寄递

运输方案，实现真空包装、恒温保存、

暖库运输，为产品销售保驾护航。邮

政在价格上也给予我很大的优惠，鸭

蛋省内外寄递的单价均比其他快递公

司便宜！”

而王君曾经最忧心的销路问题，

也很快得以解决。“邮政帮我们把产

品上架到邮乐网等电商平台，通过线

上线下多种渠道帮我们销售，解决了

我们的销售难题。今年端午节期间，

通过邮政线上线下渠道卖出了 58329

份 、116 万 多 枚 鸭 蛋 ，真 是 太 惊 喜

了！”

在邮政电商的“点爆”助推下，小

朱家村鸭蛋的品牌知名度显著提升。

王君表示，今年鸭蛋销售额已是去年

的 3 倍有余。“现在我和父亲只需要专

心养鸭腌蛋，把加工好的鸭蛋运到站

点，剩下的打包、运输、售卖全权交给

邮政负责！”

“乡村振兴只靠村里的内生动力

并不容易，邮政力量的融入让村子的

发展上升到了新的高度。”程继光感

叹，邮政服务已经全面浸透村民的生

产生活中，“未来，我们将继续与邮政

携手共进，真正把小朱家村建设成为

集农业生产、休闲度假、特色旅游于一

体的‘桃花源’。”

在小朱家村村史馆，记者惊喜地

发现邮政的贡献已被作为该村发展

史中的重大事件写入其中。前路漫

漫，并肩而行，无论岁月变迁，邮政都

将 永 远 铭 刻 在 小 朱 家 村 的 史 册 上 。

如今，在“小朱家村模式”的示范下，

邮政综合服务标准村已在黑龙江省

全面推广，遍地开花。目前，黑龙江

邮 政 已 经 建 设 标 准 村 3000 处 ，累 计

有 效 对 接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3442 名 ；标

准村农产品进城累计销售额达 2343

万元。在一路的探访中，记者深刻感

受到在邮政人的心中处处想着的是

村民的需求与幸福生活，也从村民的

眼 中 看 到 那 份 对 邮 政 的 信 任 与 认

可。这种彼此心灵的共鸣，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正化作昂扬奋进的信念

与不懈创新的动力。

说起小朱家村的发展历史，邮政永远

是绕不开的话题。

比之写入“村史”，村民口中的“邮政

村”更有说服力。

小朱家村先天条件并不好，江水隔绝，

交通闭塞，石头地上种不出作物，曾经一度

流传着“破船烂网坏鱼叉，好女不嫁小朱

家”的丧气话。但小朱家人偏不信邪。他

们敢想敢干，开发了江边旅游，还改造了火

山岩种大米，把资源劣势转变为优势。在

这个过程中，坚强有力的村党支部无疑是

定海神针。邮政与其共建党建联盟，可以

说是抓住了“牛鼻子”。

在乡村振兴路上，邮政可谓小朱家村

最忠诚、最真心，也是不可或缺、不能替代

的战略合作伙伴。邮政在小朱家村做的很

多事，比如建设小园地、举办电音节、送医

下乡等，都是与村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

在潜移默化中赢得村民的信任和口碑。有

了互信互需作为合作的坚实基础，邮政全

面介入、深度融入乡村发展进程，并运用自

身板块协同、业务叠加、网络通达的资源优

势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和村民生产生活提供

一站式解决方案，推进快递进村、贷款进

村、农品出村，成为小朱家村开创新事业最

强有力的后盾。

无处不在的邮政、“深入骨子里”的融

合，是小朱家村成为“邮政村”的关键所

在。组织、生活、产业融合三位一体，“四

流”解“三难”，外加成为村里的“智囊团”，

让邮政在深度服务乡村振兴上的优势得以

充分发挥，也让邮政和乡村形成“村邮发展

共同体”。“小朱家村模式”成为邮政体系化

服务乡村振兴的又一鲜活注脚。诚如小朱

家村党支部书记程继光所说：“在服务乡村

振兴方面，中国邮政拥有先天的资源禀赋

优势，具有全面、强大的‘三农’综合服务能

力。乡村要振兴、谋发展，邮政总能找到与

其需求相契合的业务结合点，提供服务的

广度、深度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比拟。”

作为样本，小朱家村的“标准村”建设

模式在黑土地上全面推广，正形成燎原之

势。“邮政村”承载着邮政的使命担当，也承

载着村民的心愿期盼，希望越来越多的“邮

政村”在全国涌现。

实践一再证明，在乡村振兴的历史叙

事中，中国邮政举足轻重，可大有作为，也

应当大有作为。

让“邮政村”走向全国蹲点手记

□本报采访组 潘琛 毛志鹏 张晨昱 张丹丹 袁威 张泽中

蹲点地标：
黑龙江省宁安市小朱家村

小朱家村老党支部书记（右一）向采访组讲述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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