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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进单出”。

所有计划进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的人，都会第一时间

被普及这个限行措施。波墨邮路的邮车驾驶员赤列尼玛告诉记

者，“双”“单”指的是日期尾数，如果不执行“双进单出”措施，这条

只有 117 公里、4 小时车程的波墨（波密—墨脱）公路，能堵上几天

几夜。

原因很直观。9 月 15 日，记者坐上了赤列尼玛驶出墨脱的邮

车。从车内向外望去，“之”字形山路的一侧是高耸的岩壁，另一

侧是望不到底的悬崖，间或看到穿行喜马拉雅山麓间的雅鲁藏布

江，公路虽是双行道，但宽度仅能容纳一辆 8 吨邮车通行，转弯

时，一边轮子蹭着峭壁，一边轮子紧贴悬崖。可以想象，一旦前车

发生意外，窄到无法错车的道路必然堵塞。

跟随这趟邮车，我们要把车厢内装着的一批“919 电商节”直

播带货产品——墨脱红米，以最快的速度运出深山。

□本报记者 张明月 吕磊 通讯员 李峰 陈逸铃 文/图

“快递进出墨脱的唯一渠道”，这是墨脱县邮政分公司负责人

白玛次旺最骄傲的。

数据显示，2023 年 1—4 月，西藏人均网购金额已经跃升到全

国第三。9月 13日下午，在墨脱县背崩乡德尔贡村，25岁的村民桑

杰玉珍从邮递员的手里接过她在网上购买的电动牙刷。

“在我们这里买东西，不管商家发什么快递，最后都是邮政给

我们送。”桑杰玉珍在外地读完大学，选择回到家乡工作。“我们这

里路通了，快递也通了，越来越方便。政府给我们建了新村子，住

在家里开门见山，风景特别美。我觉得，家里一切都很好！”

对于墨脱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对过往不通路时的艰苦不能感

同身受，但对邮政的感情却是一脉相承。

“墨脱的交通路况复杂，只有中国邮政能够把村民、边防官兵，

还有我们驻村干部所急需的快递包裹送过来。”德尔贡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陈雪峰说，“大家都把邮递员当作亲人一样。”

“通过邮快合作，现在，所有社会快递公司都将墨脱的末端投

递交给邮政，这也是我们作为央企肩负普遍服务责任的体现。”白

玛次旺说道，“但我们也一直跟随时代在进步。针对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如今，墨脱邮政也在大力发展电商、金融，协同寄递，努

力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服务。”

来到格林村，记者走进了西藏墨脱藏林之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设的门

店，公司负责人陈超热情地迎上前来。“墨脱的农产品非常丰富，我们就打造了

‘墨脱十宝’。”陈超对邮政能够为“村社户企店”重点客群提供“综合服务包”非

常感兴趣，“我们明年也计划开展线上销售了。邮政如果能够整合资源，帮我

们解决‘销售难’‘物流难’‘融资难’的问题，那我们就非常期待能进一步深入

合作。”

在墨脱，邮政的形象正逐渐从单一的“普遍服务提供者”转变为“综合服务

提供商”。

“我们打通快递出藏入藏的‘最后一公里’和‘最初一公里’，大力发展农村

电商业务，着力推动各板块业务协同，都是为了让西藏的农特产品顺畅地走出

大山，走出雪域高原，让人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是我们作为‘国家队’的使

命，也是邮政自身发展的需要。”林芝市分公司总经理李云贺说道。目前，林芝

邮政已打通两条直航邮路，“极速鲜”业务提速升级，部分优势线路已实现当日

寄，次日各种美味的特产就能到达消费者餐桌上。2023 年 1—8 月，林芝邮政

通过邮银协同，为农村重点客群提供贷款超过 33 万元；通过线上线下渠道，

2021 年—2022 年销售多种林芝特色农产品，比如察隅猕猴桃、波密藏天麻等，

助农创收 1300 余万元。借助今年“919 电商节”的契机，上行商流规模预计达

到 100 万元，下行商流规模预计达到 50 万元。李云贺对下一步的发展更是信

念坚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邮政努力的方向！”

“人民邮政为人民”的践行永不止步。墨脱邮路的变迁印证着中国高速发

展的步伐，邮政“919 电商节”让这边境一隅进一步融于祖国盛世的繁华。迈

上新征程，伴随着邮政人的持续奋斗，这条邮路必将进一步成为连接城乡、畅

通经济循环的致富路，连接美好、温暖边疆百姓的幸福路！

四川省成都市的卢慧是众多在

直播间下单购买墨脱红米的客户之

一。

记者跟随卢慧的这件包裹一路前

行——邮车通过波墨公路将包裹送往

林芝市，路上遇到大堵车，9月 15日晚

上 10 点才抵达林芝邮件处理中心。

经过连夜分拣，16日 9点 45分，卢慧的

包裹乘坐飞机，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飞

行，抵达成都市；18 点，成都邮政二环

路南二段揽投部的投递员将包裹送到

客户手中。

客户从下单到收到包裹，仅用了

两天。

“这样的速度，以前想都不敢想。”

旺杰是从 2011 年到 2017 年一直坚守

在波墨邮路上的邮运司机。“墨脱需要

的生活物资，长期靠人背马驮，翻越嘎

隆拉、多雄拉两座雪山运进来。1995

年，第一辆运邮的‘解放车’开进了墨

脱。”在旺杰的讲述中，墨脱这个曾经

充满神秘感的“信息孤岛”，逐渐有了

更加立体的形象。那辆“解放车”开进

墨脱后，因损耗严重没能再开出去。

直到 2008 年 7 月，第一辆绿色的邮车

开进县城，两个月后，墨脱县邮政局也

成立了，但由于仍没有真正通公路，这

里的运邮条件还是非常艰苦。

“路很窄，很多都是土路，泥泞难

走不说，还很容易堵车。最堵的一次，

我在路上被堵了 7 天 7 夜。”旺杰说，

“干粮吃完以后，只能先想办法跟邮车

一起到邻近的乡镇暂住。”“2013 年正

式通公路以后，路况已经好了很多！”

旺杰不住地强调。

耳听为虚。真正坐上邮车，记者

才在对比中切实感受到打通“最后一

公里”和“最初一公里”的不易。赤列

尼玛在邮车里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

“拽安全带”，由于弯道过于急险，常常

要迅速打方向盘，左右倾斜严重的身

子常常被安全带“卡住”。每隔几公

里，记者就会发现一处泥石流滑坡的

“遗迹”，“崩塌路段”“水毁路段”“落石

路段”的标示牌接连出现，每次避险都

会让记者心里一紧。记者不禁问道：

“这条路真的比以前好走吗？”

赤列尼玛这样回答：“虽然滑坡、泥

石流让公路永远在维修，但比起以前，

真的是天上与地下的差别。”他又思考

了一下，补充道：“但有一点你要知道，

所有跑在波墨邮路上的邮运司机都有

一个信念，‘路只要通着，就得走’。”

如今，不仅到墨脱的路通了，墨

脱至各村的邮路也已经全部打通，县

到乡实现了一周 5 频投递，乡到村由

于同样实行“双进单出”的限行措施，

保持在每周 3 频投递。“下行”至墨脱

的邮政快递，已从 2015 年的 1900 件，

增至 2022 年的 13.3 万件；从墨脱寄出

的“上行”邮政快递，在邮政电商的助

力下，也已经从 2015 年的 1610 件，达

到 2022年的 2.3万件。

到 2035 年，要建成双向协同、高

效顺畅的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工业品

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形成良性循环。

这是前不久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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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要求。

从“村村通邮”到“抵边自然村通

邮全面启动”，中国邮政以越来越健

全的网络，打通“上下行”的“最后一

公里”和“最初一公里”。林芝市邮政

分公司副总经理杨梅感叹道：“现在，

墨脱所有抵边村的村民，坐在家中就

能收发快递。邮政作为快递进出墨

脱的唯一渠道，理应肩负起更大的责

任，争当乡村综合服务提供商。”

“我们现在就在美丽的墨脱，身后

是达木珞巴民族乡达木村，也是墨脱

红米的主要生产地之一。红米营养价

值非常高，被称为‘米中之王’……”烈

日当空，以苍翠的青山、澄澈的蓝天为

布景，9月 14日下午，邮政主播嘎松旺

姆和扎西南木加的声音在满是红顶白

墙的村庄内飘荡。

这场“邮政 919”林芝助农惠农专

场直播，西藏邮政精选包括墨脱红米

在内的 50余款农特产品，给予低至五

折的价格优惠且“全国包邮”。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就要做好“土

特产”文章。而对于墨脱的“土特产”来

说，目前最大的困扰就是“销售难”。

达木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周晓虎看

到邮政人在村子里忙碌地搭建直播场

景，连忙上前询问。了解到邮政“919

电商节”情况后，他激动地对记者感叹

道：“这种形式太好了！村子里的农产

品都好得很，就是卖不出去。”周晓虎

热情地领着记者一行在村子里转了一

圈，希望邮政多多“选品”。环绕村庄

的稻田里，红米的稻穗窜到 1.6 米高，

各家各户居住的簇新小院里，种着香

蕉、菠萝、大柠檬等热带、亚热带果树。

墨脱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雅

鲁藏布江下游，平均海拔仅有 1200

米，由于横穿其间的喜马拉雅山麓阻

隔北部冷空气，使印度洋的暖流长驱

直入，墨脱成为一片嵌入雪域高原的

热带原始丛林、温润肥美的“世外秘

境”。得益于墨脱的独特气候，这里农

产品的种植条件十分优越。

然而也因为迥然不同的气候，这里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进出墨脱的道

路修建、维护都十分艰难，墨脱成为中

国最后通公路的县，直到 2013年 10月

31日，波墨公路才正式建成通车。

“通了公路以后，墨脱结束了与世

隔绝的状态，中国邮政运输的速度更快

了，我们这里物流现在不是最大的问

题。”周晓虎向记者解释，“村民增收主

要是没有更好的销路，大家种植农产品

的热情不高，满足基本自用后，就不再

扩大产量，无法形成可持续的产业。”

“我们这次直播，目的就是以最优

惠的价格，为这里的农产品拓宽销

路。”直播的策划人之一是西藏自治区

邮政分公司渠道平台部的员工央金白

玛。她告诉记者，依托本届邮政“919

电商节”的补贴政策，邮政补贴邮费，

直播真正做到以最优的价格让利于农

户和消费者。

除了送农产品出村，通过邮政“919

电商节”，工业品也得以下乡。9月 13

日，在背崩乡邮政所，记者见到员工丹

增卓玛时，她正在整理邮政所货架上的

米面粮油。她有些兴奋地向大家分享

道：“我们这里除了能为百姓提供邮政

服务、及时中转快递包裹，还能给大家

提供邮乐网上价廉物美的好产品。”

西藏区分公司渠道平台部总经理

杜晓娜的一番说明让记者更加清晰了

西藏邮政人在努力做的大事：通过畅

通“上行+下行”，使邮政农村电商快

速做大商流规模，就能够实现以商流

牵引金融、寄递发展，从而更加有力地

推动邮政以“四流合一”的优势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有效破解农村“销售难”

“物流难”“融资难”。

——一件墨脱红米邮件的出藏之旅

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截至今年，中国邮政“919 电商

节”已连续举办了 7届。作为靶向破解农村“三难”

之首“销售难”的重要抓手，邮政“919电商节”畅通

产销对接通道，拓宽农产品销路，以商流驱动、“四

流”融通协同发展生态，带动千乡万村小产业融入

经济大循环，助力千家万户小农品对接全国大市

场。

国有企业，必须牢记“国之大者”。墨脱是中国

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其路况复杂艰险可想而

知。“919电商节”期间，通过探访邮政克服重重困

难助力墨脱农产品走出深山的全过程，让我们共

同感受什么是“人民邮政”的初心使命，让我们一

起见证中国邮政如何一步步全面构建服务乡村振

兴的邮政模式，奋力谱写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新篇章！

破解好货“销售难”

打通流通“上下行”

构
建
助
农
﹃
生
态
圈
﹄

通过“邮政

919”林 芝 助 农

惠农专场直播，

包 括 墨 脱 红 米

在内的 50 余款

农特产品，以低

至 五 折 的 价 格

“ 全 国 包 邮 ”走

出西藏。

2013年才修通的波墨公路因受到频繁地质灾害的困扰，充满艰险。绿色

邮车一路奔波，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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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路通达尽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