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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蹲点调研行

在黄松甸镇，邮政服务永远是

“打包出现”。

从社会化服务中心的多元服务，

到以邮政“四流”解农村“三难”，老百

姓对邮政的认知正逐渐丰富，更加立

体。

在社会化服务中心，记者被取件

的木耳商人谢先生推荐：“上楼看看，

楼上的功能更多。”在吉祥菌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陈乃海向记者强调：“你知

道邮政服务有多给力吗？邮政快递全

都用，当地 70%的木耳商户都从邮储

银行贷款。”在黄松甸镇人民政府，宣

传委员孙洋竖起大拇指：“邮政的综合

服务助力我们当地产业发展，真正为

老百姓提供了切切实实的便利。”

邮政服务乡村振兴，有独一无二

的综合服务优势。通过不断强化邮政

“四流”资源在乡村产业市场的协同，

推进电商、寄递、金融业务之间相互促

进、互相派生，推进形成以农村电商为

主要牵引、以物流仓储为有效支撑、以

金融服务为重要保障、以数据为驱动

要素的惠农生态体系。在黄松甸，邮

政品牌在市场上“能打”，在群众中有

口碑，正是当地邮政为农业产业链提

供了“服务包”，打造惠农生态体系，满

足了“五大客群”的不同需要。

乡村振兴是邮政重塑优势的机

遇、巩固行业地位的机遇、实现自身

发展的机遇。在记者近年来的采访

见闻中，如同黄松甸镇一样的邮政服

务“盆景”，正在全国各地拔节生长，

逐渐聚集为一片茂密“森林”。

黄松甸镇建立起的邮政惠农生

态让记者感叹：“乡村振兴，邮政大有

可为！”踏上邮政高质量发展之路，唯

有继续以“坚定不移推进服务乡村振

兴取得新提升”为目标，立“三策”解

“三难”，体系化推进形成规模化成

效。以“一类一策”“一业一策”“一品

一策”的具体协同打造一体化、专业

化、系统化的邮政综合服务优势，才

能推动并取得政府、社会、农民感受

得到的发展成效，以规模化成效让中

国邮政在服务国家乡村振兴大局中

发挥更大作用。

把邮政“服务包”做大做优蹲点手记

□本报采访组 张明月 吕磊 张晋通 所越 万多多 齐石 邹凤

蹲点地标：
吉林省蛟河市黄松甸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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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在从吉林省蛟河市到黄松甸

镇的高速公路上，绿油油的农作物高

低错落、一望无际，在大片的田野上铺

展开，偶尔掠过几处村庄，平房小院飘

出的炊烟与天上的低云相接，勃勃生

机穿透东北平原的黑土地跃然眼前。

驶下高速公路，“黄松甸——中国

黑木耳之乡”的石碑提示着记者一行

抵达了本次采访蹲点的目的地。

从 8 月 21 日起，以黄松甸镇为核

心辐射周边，在为期 5 天的采访中，记

者感受着这里鲜活的生命力——秋木

耳正当季，一朵朵肥硕的木耳破袋而

出，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每个菌段；田埂

上坐着采木耳的农户，说笑中透露着

丰收的喜悦；合作社中，晒干的木耳在

流水线上被装袋打包，随着便捷的物

流发向全国和世界各地。

“黄松甸是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首

屈一指的食用菌产业发展重镇，全镇

95%的 农 户 在 黑 木 耳 的 产 业 链 内 工

作。”蛟河市邮政分公司总经理冯亮在

介绍时，语气中透着一股情怀，“尤其

是邮政对黄松甸镇的服务，已经贯穿

到了方方面面，形成了惠农生态。”

小木耳，大产业，聚焦“村社户企

店”五大客群，蛟河邮政在黄松甸镇如

何 深 度 嵌 入 产 业 链 ，打 造 出 惠 农 生

态？在冯亮的带领下，我们采访的第

一站去往蛟河邮政“金融+寄递+电

商”协同服务的“示范点”、“产业链+

邮政”模式的“中心点”、为老百姓提供

便民服务和助推木耳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汇聚点”——黄松甸镇邮政社会化

服务中心。

“服务锚点”递出名片

黄松甸镇邮政社会化服务中心位

于当地食用菌产业聚集区，对面就是

黄松甸黑木耳新市场。当地的居民、

周边的商户，进入服务中心的人流络

绎不绝。

跟着客户走进服务中心，“嘀嘀”

的蜂鸣声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力。声音

是右手边货架上摆放着的快递发出来

的。仔细看去，每件快递上都系着一

个电子“灯条”，客户取件时，输入相应

手机号，“灯条”会发出声光提示待取

快递的位置。

服务中心的业务员焦勉为记者解

密：“这个黑科技学名叫智能寻物声光

标签。原来取快递从查询取件码、找

件到签收，一个快件全流程至少需要

五六分钟，有了‘灯条’提醒后，一分钟

就能搞定全部流程。”记者站在一旁计

数，10 分钟之内，业务员接待了 5 波前

来取件的客户，取走了 20 多件快递包

裹，效率极高。焦勉笑着说道：“咱们

邮快合作后，邮政代投 10 家快递公司

的快递。服务中心每天有 500 件包裹

等待客户自取，这么个小小的‘灯条’

功劳可大了。”

“这个邮政社会化服务中心是今

年 7 月改造成立的。”中心“当家人”于

丰如数家珍的介绍让记者对中心的

“社会化服务”定位有了全面的了解，

“除了寄取快递等综合便民服务，还设

立了乡村振兴金融工作室、公益溯源

直播间、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自有品牌

旗舰店、黑木耳产业信息交易中心，同

时还提供公益法律咨询、公益财务咨

询、公益打印复印、电商仓配、广告宣

传推广等服务。”

邮政综合便民服务吸引来源源不

断的基础客户，实现了获客，10项配套

功能则从当地百姓的实际需求出发，

实现了活客。记者在观察中体会着蛟

河邮政设立这个服务中心的初衷。

在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了前来进

行法律咨询的客户杜卫东，他向记者

展示了一份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的法

律服务方案。“今年 7 月 23 日，我家的

土地使用权有些争议，邮政帮我联系

专业律师，给我出具了解决方案。”杜

卫东今年 25 岁，就在服务中心对面的

黄松甸黑木耳交易市场工作。因为土

地纠纷，导致他家在木耳种植季无法

按时播种。“现在纠纷已经解决了，要

不肯定影响家里一整年的收入，真是

感谢邮政，给我解决了实际问题，以后

有啥业务保管都用邮政，他们真正为

我们老百姓着想。”杜卫东连连感叹。

刚刚成为邮政金融客户的王玉霞

见到记者后，也用自己的案例为服务中

心的功能作了注解：“我7月来取件的时

候，业务员给了我一张‘服务清单’。那

会儿，我正为家里秋木耳种植的周转资

金愁着呢，看见上头写着有金融服务，

就试着问了一句。”2天后，就在服务中

心二楼的乡村振兴金融工作室，信贷员

秦曼丽为王玉霞办理了 5万元的“融资

E”贷款，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同在服务中心二楼的黑木耳产业

信息交易中心，主要接待木耳种植户、

木耳经纪人等黑木耳产业链上的客

户。在屋内的电脑上，记者看到邮政

与镇政府共同打造的黑木耳产业信息

交易平台的网站、APP，上面汇聚着黑

木耳价格公示、买卖需求、市场介绍、

农技服务、物流选择等相关信息；服务

中心的直播间里，打光灯、声卡、提词

器应有尽有，吸引着周边的木耳商户

到场直播；服务中心一侧的寄递物流

共配中心，140 平方米的空间为物流

中转、电商仓配提供了场地……

一番探访，记者实实在在感受到：

以黄松甸镇邮政社会化服务中心为

“锚点”，蛟河邮政嵌入当地黑木耳重

点产业的能力与动力十足，真正以综

合服务助力产业振兴。

“三级物流”贯通链条

蛟河市森百味食品有限公司是当

地黑木耳销售的代表性企业之一，旗

舰门店就位于社会化服务中心所在的

街道。8 月 24 日，总经理金萍萍热情

地把记者一行迎进店里：“我跟黑木耳

打交道有 15 年了，最初是‘黑木耳经

纪人’，负责联络种植户和买家。后

来，2014 年注册了‘黄松甸黑木耳’这

个品牌，一步步发展到今天，公司成为

集产品研发、种植加工、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综合企业。”金萍萍嗓音温柔，说

话简洁有力，提到与邮政的合作，她给

出了这样的评价：“服务到心坎儿里。”

金萍萍从 9 年前品牌刚创立时，

邮政帮助她安装高速打印机提升效率

的故事讲起，一直说到今年 8月 18日，

森百味品牌加入邮政“919 电商节”在

蛟河市举办的首场大型直播，向记者

讲述了邮政的金融、寄递、电商服务伴

随公司品牌成长的过程。其中金萍萍

提到最多的，就是邮政的寄递服务。

“价格实惠，又快又好。”金萍萍给

记者掰着手指头算了一笔账，“用邮政

运输，每公斤木耳平均比社会快递公

司省 1.3元。旺季时，每个月我用邮政

能发到 5 万件包裹，占我们电商发货

总量的一半。邮政快递的便捷服务，

切切实实助力了黄松甸黑木耳产业发

展。”

打通黄松甸黑木耳产业链，蛟河

邮政不断建强三级物流体系，用强健

的物流网络为服务黑木耳进城打下基

础。今年 3 月 17 日，蛟河邮政县域邮

件处理中心建设完成正式投产，邮件

的上下行渠道愈加畅通。

8月 23日上午 9点，在处理中心皮

带机“隆隆”的工作声中，中心经理李

爱华向记者介绍着目前的运行情况：

“新场地更大、更规范，现在，邮车到达

卸车的时间提前了 30 分钟，投递员则

实现提前 40分钟出班投递。场地空间

扩大以后，集包率由原来的 87%提高至

95%以上。同时，快递进村频次现在也

从一周 3频增加为一周 6频。”

处理中心门口也是一片繁忙景

象，一辆辆邮车从这里出发，驶向蛟河

市下辖的各乡镇。跟着负责黄松甸片

区的邮运司机，记者跑了一趟邮件的

进村路。

中午 11 点，邮车抵达黄松甸镇社

会化服务中心旁的共配场地，邮件在

这里进行分拣。下午 1 点半，黄松甸

支局投递员杨俊祥首先到达，他开着

长 4.2米的邮车来拉取邮件，送往他负

责的 9个村。

第一站到达的是金丰村邮政便民

服务站，放下当日邮件后，杨俊祥又取

上要往外寄的十几件邮件。“你看，里面

有好几件就是村民往外寄的黑木耳。”

一边麻利地装车，杨俊祥一边拉着记者

欣赏他新配的邮车。这是蛟河邮政为

了推进快递进村由“3频改 6频”，7月新

增的14台大邮车之一。“过去是面包车，

现在，村里寄取邮件的量越来越大，面

包车一趟装不下，经常是跑两趟。更别

提木耳收获旺季的时候，小车装不下几

个包，总让我担心，现在配了大车可好

了！”换了大车后，邮件的揽收能力增

强，杨俊祥收入也随之提高，“我的邮件

揽收收入已经从原来的每天几十块钱，

涨到现在每天几百块钱了。”交谈间，杨

俊祥流露出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和辛苦

付出后的幸福感。

“邮政跟俺们贴心，天天来村里，

得谢谢你们啊。”记者正与杨俊祥说着

话，前来取件的于治军大爷凑上前来

给邮政点赞，朴实的面孔上洋溢的笑

容让在场的所有人动容。

“惠农生态”打造品牌

“不止物流，邮政给我们提供的是

一站式服务，资金、销售，服务都‘嘎嘎

好’。邮政助力黑木耳产业发展，就是

给咱当地老百姓做好事！”为了证实此

言不虚，鸿源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社

长李维博邀请记者来到了他的黑木耳

种植场地。

整齐平铺着 26 万段秋木耳菌段

的土地上，分散坐着十几位采摘木耳

的村民。搬个小马扎，拎着齐膝的塑

料桶，骑着一道田埂，记者一边学习摘

木耳，一边与“师傅”李莉莉唠嗑儿。

70 岁的李阿姨手里的活儿比记者快 3

倍，一双手一拿一放，一个菌段上的优

质木耳就被迅速摘选出来。“这都是经

验，我们从早上 5 点坐到下午 5 点，练

出来了。孩子不在家，俺们自己挣点

零花钱，一天能挣 150 块呢。”李阿姨

说自己“闲不下来”，跟木耳打交道一

辈子，现在黄松甸黑木耳产业发展起

来了，坐家门口就能挣钱，“哪还有这

么好的事儿啊”。

“因为木耳产业，现在老百姓一个

季度轻松赚个万把块。所以说，邮政

这个牌子咱是真认可。”在记者的追问

下，李维博对口中的“认可”作了详细

解读，“年初，我的合作社想扩大经营

规模，但现有资金不足，联系了邮政，

很快就给我们办理了 10 万元的信用

贷款，还是最低的利率，有了资金，我

个人的木耳菌段从 15 万段扩展到 26

万段。今年，合作社的利润预计能增

长四五十万元。”还没等记者接话，李

维 博 又 补 充 道 ，“ 除 了 资 金 ，还 有 销

售。从前，我们种植木耳只能等客商

来收，对方压价很厉害，农户非常被

动。和邮政合作之后，我们不需要考

虑销路问题，价格是提前定好的，我们

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邮政的工作人员

就会上门收货，特别有安全感。”

“蛟河邮银合作，推出特色贷款

‘木耳贷’，为相关合作社、企业提供了

低息贷款；与此同时，推进信用村建

设，打造了中国邮政服务乡村振兴‘整

村授信’全国第一村八里堡村，种植户

申请小额贷款更加方便，不用抵押，服

务上门。”邮储银行蛟河市支行“三农”

信贷客户经理庄岩告诉记者，语气中

透露着自豪。截至目前，蛟河市已经

建立“整村授信”村 10 个，发放“融资

E”贷款 199 户，贷款额达 1782 万元，

有效解决了木耳种植户资金难问题。

一路走来，蛟河邮政以“金融+寄

递+电商”业务协同，围绕黑木耳产业

链，打造的邮政惠农生态更清晰地呈

现在记者眼前。

“为了拓宽木耳销路，我们运用邮

乐网的力量，以直播等形式助销；建立

木耳产业信息交易平台对接产销；还

建立了自有品牌‘有点缘分’，把当地

好货销往全国，多管齐下取得了亮眼

成绩。”蛟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涛

向记者展示了刚刚在蛟河市结束的

“ 中 国 邮 政 818 溯 源 直 播 活 动 ”数

据 —— 总 观 看 人 次 137 万 ，销 售 量

12.4 万单，其中，万单产品有 8 个、销

售额为 389 万元，成为今年“919 电商

节”全国邮政首场“单场突破十万单”

直播，包括蛟河的产品 22 种，销售额

达到 32万元。

“在我们这里，邮政服务农村、助

力乡村振兴体现在融资、销售、物流服

务，以及社会化服务中心提供的其他

便民服务，期待邮政能继续加大对产

业的服务力度，共同让我们黄松甸的

产业蒸蒸日上。”伟光村是黄松甸镇政

府和食用菌产业聚集区所在地，谈起

黑木耳产业的发展，村第一书记赵宇

信心满满。

8 月 25 日蹲点结束，记者一行乘

车驶出黄松甸镇，通过 5 天与黑木耳

的亲密接触，记者已经能够从道路两

旁大片农作物里，快速捕捉到一片片

木耳地——在阳光的照耀下，那一截

截菌段上的朵朵黑木耳，承载着当地

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从黄松

甸驶出的一辆辆邮车，则正以行业“国

家队”的担当，为产业振兴注入“绿色

生机”，凝聚新的力量。

在黄松甸镇，邮政服务永远是

“打包出现”。

从社会化服务中心的多元化服

务，到以邮政“四流”解农村“三难”，

老百姓对邮政的认知正逐渐丰富，更

加立体。

在社会化服务中心，记者被取

件的木耳商户谢先生推荐：“上楼

看看，楼上的功能更多。”在吉祥菌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乃海不住地

向记者强调：“你知道邮政服务有

多给力吗？邮政快递大家全都用，

当地 70%的木耳商户从邮储银行贷

款。”在黄松甸镇人民政府，宣传委

员孙洋竖起大拇指：“邮政的综合

服务助力我们当地产业发展，真正

为 老 百 姓 提 供 了 切 切 实 实 的 便

利。”

近年来，记者采访了不少邮政

服务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这一次来

到黄松甸镇，更加强化了对邮政具

有的独一无二的综合服务优势的认

识。在黄松甸，邮政品牌被称为“嘎

嘎好”，在群众中有口皆碑。正是当

地邮政为黑木耳产业链提供了“服

务包”，通过不断强化邮政“四流”

资源在乡村产业市场的协同，推进

电商、寄递、金融业务之间相互促

进、互相派生，从而推进形成以农村

电商为主要牵引、以物流仓储为有

效支撑、以金融服务为重要保障、以

数据为驱动要素的惠农生态体系，

满足了“五大客群”的不同需要。

乡村振兴是邮政重塑优势的机

遇、巩固行业地位的机遇、实现自身

发展的机遇。重塑优势、巩固行业地

位，记者感到就要把在黄松甸这样的

邮政“服务包”做得更大更优，让“服

务包”里的内容更丰富，更贴合农户

所需、企业所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竞争优势。

小木耳，大产业；小网点，大作

为。黄松甸，中国邮政服务乡村振兴

的又一个“点上突破”，期待着这样的

突破越来越多，更期待着这些突破能

够尽快连点成线，实现“面上结果”，

在服务国家乡村振兴大局中呈现中

国邮政的规模化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