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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词

最佳实践划重点

四川 政企携手 融合发展

《中
央财办等部门关于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日前印发，旨在加快建设高效顺畅的农村

现代流通体系，推进农村流通设施和业态全面融入现代流通体

系，促进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流通

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进入设施升级、融合发展、数字赋能的高质量

发展阶段。这份由中央财办、中央农办、商务部、农业农村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邮政局

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围绕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加快农村现代

流通体系建设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支撑等作出部署。本

期，我们对“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解读。

农村流通体系是指各类涉农商

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的过

程。其中，“涉农商品”包括农产品、

农村日常消费品、农业生产资料、再

生资源（如秸秆、禽畜粪便）等；“转移

过程”涉及商贸、物流、交通、农业、供

销等网络。

高效顺畅的农村现代流通体系

是指健全、集约、安全、高效、协同、深

度融合的涉农产品商贸、物流、交通、

农业、供销网络，进而促进设施完善、

集约共享、安全高效、双向协同，城乡

市场紧密衔接，商品和资源要素流动

更加顺畅，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

行形成良性循环。

农村流通体系连接城乡生产和

消费，加快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是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是畅通

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商品和资源要素

有序流动的迫切需要，是建设高效顺

畅现代流通体系、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有力举措，

是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

收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重要支撑，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心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发展

大局，始终是中国邮政作为行业“国

家队”的使命担当。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邮政落实国家

战略的责任所在，是发挥邮政企业资

源禀赋的优势所在，也是推动邮政企

业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所在。

加强顶层设计规划，整体推进

流通体系建设。集团层面，要对推

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件

开展政策研究，全盘考虑，尽快制定

邮政推动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整体

推进方案。省级邮政企业层面，应

积极对接当地政府，推动农村流通

体系建设方案在市、县级邮政企业

有效落地实施。

强化村级站点建设，打造商品

流通服务载体。邮政在农村地区建

设的邮乐购站点，是县域商业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商品流通的

重 要 服 务 载 体 。 在 数 字 化 赋 能 方

面，邮政要进一步强化对站点的数

字化赋能，完善优化进销存功能，加

快推动该功能在邮乐购站点的使用

和推广。在商品销售方面，邮政要

结合邮乐购站点以往的销售情况及

农村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加快定制

工业化大单品，为农村地区消费者

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

加强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提升农

村流通服务水平。目前，中国邮政已

经完成 1018 个示范县“两中心一站

点”三级物流体系基础设施建设。为

推动全国农村流通体系建设，中国邮

政 要 进 一 步 加 强 三 级 物 流 体 系 建

设。一是加快推进邮快合作，推动快

递进村，充分对接政府政策和资源，

发挥邮政线下渠道优势，为农村流通

末端投递提供站点资源。二是做好

县乡共配中心布局规划，充分结合

当地地理位置及产业特点，建设匹

配地域发展的冷仓、气调仓、常温仓

等仓储设施。三是加强邮政冷链业

务开发，提升邮政寄递业务服务水

平，为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提供

有效保障。

发挥线上线下渠道优势，推动农

村电商多业态发展。中国邮政具有

遍布全国的 5.4 万个网点，其中 80%

都在农村地区，具有较强的线下渠道

优势。同时，拥有自己的电商平台，

近年来，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一是加快打造和建设农

产品基地，为农产品基地提供全方位

的销售、物流等解决方案。二是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邮掌柜”“邮乐小店”

“邮乐优鲜”等线上渠道，可与邮乐购

站点、邮政农产品基地、客户群、社区

团购群等进行对接，借助直播等电商

新业态，加快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

既可以推动工业品下行发展、提升农

民消费水平，又可以解决农产品销售

及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的问题，加

快推动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步

伐。

□本报记者 万多多

四川省邮政分公司发挥资源

禀赋优势，积极融入农村现代流通

体系建设，将提升农村网络、综合

服务等基础能力与邮快合作、交邮

合作等深度结合，进一步降低物流

运输成本，打造城乡高效配送体

系，让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双

向流通渠道更加便捷顺畅。目前，

累计分别建成县、乡、村三级节点

78、2200、21127 个，快递进村村级

覆盖率为 100%；新增农村投递汽

车 323 辆，超 30%乡镇实现建制村

周五投递频次；入驻（复用）交通

县 、乡 、村 三 级 场 站 27、274、7210

个，开通 630条交邮融合线路。

4 月，四川省分公司联合省交

通、商务、邮政管理、供销社等单位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交商邮供”融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组建“交商邮

供”融合发展运行联合体，按市场

机制推进农村物流融合发展。明

确 11 项举措，邮政全面参与，例如

共享资源，在具备条件的县级客运

站以交商邮供合作、邮快合作等方

式，引导商贸物流、邮政等企业入

驻，实现寄递、商贸物流县到乡共

同配送；统筹完善乡镇运输物流服

务节点，升级打造“多站合一”的客

货邮供运融合综合服务站；利用交

邮供现有渠道、仓储、人力等资源，

开通农村客货邮运合作线路；各地

出台面向农村物流经营主体的扶

持政策，统筹用好“金通工程”样板

县奖补等资金推进客货邮运融合；

县域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建设牵头

部门定期组织召开会议，共商重

点、难点问题，落实工作责任。

□本报记者 方怀银

安徽省邮政分公司发挥“四流

合一”资源禀赋，以融合共享理念，

深化农村物流体系建设，构建起

“开放惠民、集约共享、安全高效、

双向畅通”的农村现代物流体系。

强 化 农 村 物 流 路 径 多 元 协

同。围绕安徽省现代流通体系建

设总体布局，安徽邮政以完善、优

化邮政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运营为

抓手，聚焦三级网络节点、县乡邮

路、农村投递网络建设，大力推进

邮快、交邮合作。目前，累计投入 2

亿余元，建成 62 个县级处理中心、

639 个镇级运营中心、2.5 万个村级

综合便民服务站，实现乡镇和行政

村快递服务全覆盖。开通县乡邮

路 324 条，配备农村投递汽车 1868

辆。加快县域共配中心建设，先后

获得金寨、望江、南陵、无为等县

（市）共配体系运营权。打造“一网

多用、一站多能、多点合一、深度融

合”的客货邮发展模式，已建设 147

处乡镇运输服务站，开通交邮合作

线路 142条。

强 化 农 村 物 流 末 端 生 态 协

同。安徽邮政以快递进村工程为

切入点，以县域共配中心为载体，

因地制宜，整合资源，深化邮快合

作，推进末端配送安全、规范、高效

运营。目前，邮快合作行政村覆盖

率超 90%，年快递进村业务量超 2

亿件。联合交通运输部门，打造

“皖美乡村”农村物流品牌，助力农

产品出村进城。

□本报记者 柏滨丰

“老陈，快来拿快递！”江苏省

兴化市中堡镇戚家村村口，每天 16

时，都会有一辆贴着“千垛美路，交

邮惠民”标语的公交车经停此地，

驾驶员兼投递员卞红发会抱下一

个大邮袋。村民陈炳全签字、接过

邮袋，将邮件放到邮政综合便民服

务站货架上，等待村民来取。

为 打 通 快 递 进 村“ 最 后 一 公

里”，兴化市邮政分公司积极响应

当地政府“部门协同、共建共享”的

号召，深化与交通运输部门、快递

企业合作，在全市 23 个乡镇建立

农村物流服务站的同时，分别在中

堡、大营、陶庄等客运站建立镇级

综合运输服务站，打造“市级中转、

镇级分拨、村级配送”的三级农村

物流体系。目前，该市 463 个建制

村 的 农 村 物 流 服 务 点 覆 盖 率 达

100%。

放眼整个江苏，今年以来，江

苏省邮政分公司整体性推进服务

乡村振兴，尤其将着力解决农村地

区“物流难”作为重点工作，持续深

化交邮、邮快合作，夯实农村地区

三级物流体系能力建设，促进农村

物流建设及双向流通，助力解决农

村“物流难”问题。截至 8 月底，全

省累计建成交邮合作线路 467 条，

复用交通场站 148 个；邮快合作建

制村覆盖率达 89%，累计投递进村

邮件 1.97 亿件，代收代投邮件 2484

万件；累计建成活跃快递自提点

3.6万个。

□本报通讯员 李平

河南省邮政分公司加强统筹

规划，科学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

系建设。本着“一点多能、一网多

用、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原则，

深化政企、邮快和交邮合作，推动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畅通工

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双向流通渠

道。

河南邮政主动对接政府相关

部门，争取政策支持，积极参与物流

公共配送中心和乡镇物流综合服

务站等建设项目。有效整合社会

资源，因地制宜复用县、乡、村三级

节点，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努

力实现交邮联运“应联尽联”，提升

邮政农村网络服务能力。截至 8月

底，完成 3 个重点示范县项目和 53

个乡镇共配中心建设，交邮合作开

通交邮联运线路 164 条，交邮复用

站点达到 1838个。

河南邮政延伸拓展农村“最后

一公里”，扎实推进自提点建设，推

动快递进村。通过在站点叠加快

递揽投、电商批销等相关业务，提升

自提点收益，增强合作黏性，夯实邮

政寄递服务基础。以三级物流体

系网络为基础，全面深化邮快合作，

拓展邮快合作覆盖范围，代投民营

快递业务量不断增加。截至 8 月

底，全省建设自有自提点数量 5.38

万个，居全国邮政第 2位，较去年同

期 增 长 68% ，实 现 全 年 目 标 的

101%；累计代收自提业务量达 1.89

亿件，居全国邮政第 1位。

安徽 融合共享 高效畅通

江苏 整体推进 共建共享

河南 加强统筹 延伸服务

发力点

2023 年 8 月，中央财办、中央农

办、商务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

总局和国家邮政局等部门联合印发

《中央财办等部门关于推动农村流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未来一

段时间，我国加快农村现代流通体系

建设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支撑

等作出部署。意见提出加强农产品仓

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加快补齐设施

短板、合理优化商贸流通设施布局、推

动城乡流通深度融合、强化农村流通

数字赋能、培育农村流通龙头企业、完

善农村流通标准体系、加强农村流通

领域市场监管等重点任务，明确完善

相关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和强化土地、

人才支持，并要求把农村现代流通体

系建设作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

重要内容，加强组织实施。

2022年 5月，财政部、商务部发布

《关于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

设 进一步促进冷链物流发展的通

知》，提出加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

设，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更好保障市

场供应，以促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

为重点，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

建设。通知具体指出了加快农产品供

应链体系建设的支持内容、工作程序、

工作要求，提出通过两年时间，推动农

产品冷链流通基础设施更加完善，重

要集散地和销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加

工配送中心及零售终端冷链流通能力

显著提升，调节农产品跨季节供需、支

撑农产品跨区域冷链流通的能力和效

率继续增强，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

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021 年 6 月 ，商 务 部 等 17 部 门

印发了《关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

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指出建设

县 域 商 业 体 系 是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

对“十四五”期间建设县域商业体系

的举措、分工进行具体安排。意见

提 出 ，到 2025 年 ，在 具 备 条 件 的 地

区，基本实现县县有连锁商超和物

流配送中心、乡镇有商贸中心、村村

通快递，年均新增农村网商（店）100

万家，培育 30 个国家级农产品产地

专业市场，经营农产品的公益性市

场地市级覆盖率从 40%提高到 60%。

《中央财办等部门关于推动农村

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到 2025 年，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取得阶段性成效，基本建成设施完

善、集约共享、安全高效、双向顺畅的

农村现代商贸网络、物流网络、产地

冷链网络，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步

推进，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农村

消费环境明显改善。

到 2035 年 ，建 成 双 向 协 同 、高

效 顺 畅 的 农 村 现 代 流 通 体 系 ，商

贸 、物 流 、交 通 、农 业 、供 销 深 度 融

合，农村流通设施和业态深度融入

现 代 流 通 体 系 ，城 乡 市 场 紧 密 衔

接 、商 品 和 资 源 要 素 流 动 更 加 顺

畅，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形成

良性循环。

定义

建设目标

相关文件及政策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