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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蹲点调研行

致敬奔赴山海的精神蹲点手记

□本报采访组 朱正义 程雪梅 崔鹏森 方怀银 肖旗隆 莫树森 谭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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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广西的

山水令人难忘。此次蹲点，适逢立

冬时节，但在灵山、浦北两县，如初

夏的天气、葱绿的苗木、灿然开放

的三角梅和朱缨花，以及点缀其间

的邮政绿，共同绘成了一幅美丽的

图景。

蹲下去，人的重心降低，与大

地的距离更近，我们更能感知八桂

大地的风土人情，体味壮乡儿女奔

赴山海的精神。山厚重无言，海奔

腾开放。奔赴山海，就是无惧风

雨、迎接挑战，携手同行、向海图

强。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农民增收致富是关键。无论是果

苗产业领头人黄忠文、退役军人叶

茂冠，还是退休后带领乡亲种植皇

帝柑的韦远盛，他们都脚踩泥土，

种下产业发展的种子；他们精心管

护，收获丰收的果实；他们牵手邮

政，畅通销售渠道，将好产品卖上

好价钱，带动乡亲们致富。采访

中，他们话语不多，但都对未来充

满希望。

邮政一头连着生产，另一头连

着消费，是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推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础。作为央企，邮政三级物流体系

在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西邮政

因地制宜，探索县级共配中心建设

的3种模式，实现了资源的集约化、

高效化运营。灵山、浦北县分公司

跨行政区域共建共配中心，迈出了

改革的第一步。虽然起步有诸多

困难，存在不少问题，但大家心气

高、决心大，共商解决办法，共谋发

展之道，共享新模式、新工艺、新设

备带来的效率效益提升成果。他

们深知责任所在、责任之重，深耕快

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完善农村寄

递物流体系，打造健全高效的快递

进村网络通道。无论是县分公司

负责人还是乡镇支局员工，在他们

脸上，我们都看到了干事创业的热

情，看到了对明天的自信。

冬季是享受丰收、休养生息的

季节。对于这里的果农而言，丰收

是期许也是目标。沃柑在享受阳

光和雨露，为了即将到来的丰收；

荔枝树在休养孕育，为明年的挂果

积蓄营养。而奔走在山海间的广

西邮政人，则创新不止、务实担当，

如同正在建设的平陆运河一样，携

山海精神，奔向蔚蓝！ 采访组在灵山县陆屋镇新营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深入采访。

初冬时节，高质量发展蹲点调研

行采访组来到了我国南海之滨、大西

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广西壮族自

治区钦州市。一江钦水，静谧平和，穿

城而过，奔向大海。六万大山、十万大

山，横贯境内，山岭之间，草木蓊郁，花

儿正艳，彰显出八桂大地的冬日生气

与活力。

走进钦州市灵山县、浦北县，记者

欣喜地看到百姓富、产业强的农村流

通体系高质量发展画卷，在当地邮政

的助力下正徐徐展开。两地邮政共享

一个县级寄递物流配送中心，用心用

情建设乡镇、村级邮政服务站点，织密

服务网络，让邮路串联县乡村，助力地

方特色产业发展，更好满足壮乡百姓

生产生活需求，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强劲动能。

共配：体系建起来

11月 6日晚上 8点多，采访组来到

面积达 3400多平方米的灵山县寄递物

流共配中心，眼前一片繁忙景象：小件

环形分拣机高速运转，5个供包台的工

作人员紧张供件，集包后的邮件经由

皮带机依次进入车厢。“现在每天进出

口邮件有近 4万件，比‘双 11’前增长了

不少，但我们还是这几个人处理，这都

得益于这套新设备新工艺。”灵山县邮

政分公司网运管理员黄艳萍在现场调

度作业，这是新处理中心的“首秀”。

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网络组织

中，县中心是核心枢纽。2022年，广西

区邮政分公司按照“建、管、用、效”的

思路，强化“两中心一站点”规范化建

设，打造运营标杆。此时，灵山县和接

壤的浦北县都面临着县中心能力不足

的问题。“我们和浦北邮政的处理中心

场地面积小、作业方式落后，已经制约

了寄递业务发展。”灵山县分公司总经

理何克勇向采访组谈起以前处理中心

的情况。

在区分公司跨县合建县级中心、

县级中心直投进村、市县合建县级中

心 3种模式的指导下，两县邮政分公司

有了跨区域合建县中心、实行共配的

想法。这是县中心建设的破和立。破

的勇气和立的力度，决定了县中心的

建设速度和支撑质量。经过多方论

证，共配中心选址在灵山县 209国道和

041乡道交叉口附近，距离清凭高速公

路口仅有 6 公里。清凭高速公路在浦

北县也有出口，交通便捷。“这是新的

探索与尝试，双方方向一致、心气都

高，有问题解决问题。”中心设在灵山，

何克勇他们做了大量繁杂的前期建

设、施工、人机磨合工作。今年 1月，浦

北县的邮件开始在新中心处理，开启

了两县一中心的作业模式。“刚开始邮

件错分较多，浦北邮政派人过来与我

们沟通、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黄艳

萍所说的情况，在浦北县分公司总经

理黄以锐看来，都是发展中出现的问

题。“我们没有抱怨，主动去和灵山县

分公司一起解决。”正是在这种“上一

环节为下一环节着想，下一环节为上

一环节把关”的工作思维下，很快灵山

共配中心就度过了磨合期。

高速运转的县中心带来了一系列

显著变化：南宁邮区中心开往灵山、浦

北的二干邮路整合优化减少了 1趟次，

两县的县乡邮路由 11 条优化为 9 条；

最大处理能力为 1.2 万件/小时，分拣

深度直达投递道段、自提点；出口集包

应集必集率达到 99.12%，下行乡镇邮

路装载量均达到 85%以上；每年节约内

部处理和运输环节成本约 147 万元。

黄以锐将之总结为“时间优化、效率优

化、人员优化”。

对于同场作业的灵山县六峰揽投

部经理梁勇来说，他更看重的是新场

地带来的出班时间提前、截邮时间延

后，这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

揽件。揽投部安排了 2名专揽员，上午

投件，下午揽收。今年以来，县中心出

口邮件处理量较 2022年增长了一倍。

县中心的能力提升支撑起三级物

流体系的有效运营。目前，灵山县、浦

北县分别建成镇中心 17个、16个，村级

站点 392个、237个，基本实现乡镇和行

政村的全覆盖。完备高效的县乡村三

级物流体系畅通城乡流通渠道，成为

助力“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的重

要载体，也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肯

定与认可。灵山县是广西区 2022年县

域商业体系建设行动试点县。灵山县

商务局大力支持邮政分公司参与县域

商业体系建设，该局副局长符立健认

为，“邮政共配中心结合县域电商、农

产品基地市场，增加了电商及农特产

品仓储、批销配货等功能，畅通和拓宽

了本地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对于惠农

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今年，灵山邮政

获得项目建设行动补贴资金 110万元。

共融：经济活起来

“老友们，今晚给大家带来的是我

们基地精心培植的手指柠檬果苗。现

在下单，马上就通过邮政 EMS 发货，

邮车就在现场。”晚上 7 点 40 分，穿过

黑黢黢的山路，采访组来到钦州市电

商直播基地。灵山县武利镇果苗产业

带头人黄忠文将直播间搬到室外，远

处的大山成了直播背景。现场，一辆

载重 12 吨的邮车正在装运果苗邮件，

准备直发南宁邮区中心。

武利镇的主导产业是水果苗木，

2022 年产值达 3 亿元。距离直播基地

不远的汉塘村有“灵山县农村电商第一

村”的美誉，是全国乡村振兴特色产业

超亿元村。山路崎岖，物流不畅，曾经

是制约武利镇果苗产业发展的瓶颈。

如今，拥有 30 亩育苗基地、200 多个品

种果苗的黄忠文，在灵山邮政的帮助下

开展电商销售，邮政的驻点收寄服务解

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我现在就是专心

带村民育苗、搞新品种，发苗木财。”憨

厚的黄忠文搞起直播来，很有网红潜

质。灵山邮政延伸村级服务站点触角，

在镇上设置了 2个收寄点，在黄忠文的

育苗基地安排了邮车串行收寄，将邮件

在直播基地汇集。黄忠文忙着直播时，

邮政员工也忙着包装果苗、贴快递面

单、装车。宁静的乡村夜晚，被这热闹

的场景点燃。邮车发动，车灯照亮前

路，也照亮乡村振兴路。

融入地方特色产业，共享发展机

遇，灵山邮政寄递业务发展也阔步向

前。何克勇用一组数据向记者表达了

他对该项目的憧憬：截至 10 月底，果

苗项目邮件量、收同比增长 26.72%、

17.15%，市场份额超 50%。“春节前后

将是果苗的销售高峰期，每天有近万

件邮件”。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在

电商时代，畅通的寄递网络就是致富

路。灵山、浦北两县覆盖乡村的邮政

三级物流体系，连点成线，铺网成路，

形成网络健全、设施完善、双向畅通、

集约高效的农村邮政服务网络，推进

当地水果等特色产业升级，提高产业

发展水平。山海阻隔造成的销售难、

物流难已成过往。今年以来，灵山邮

政通过寄递苗木助力当地实现产值超

2.5 亿 元 ，销 售 农 特 产 品 1 亿 余 元 。

2022 年，灵山县入选“2022 中国西部

百强县”。

灵山县是中国荔枝之乡。今年 5

月底，灵山邮政组建荔枝项目专项工

作组，利用乡村站点优势，了解市场行

情及种植大户、电商大户的服务需求，

围绕客户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运

作，拟定组合产品，制定相应的营销措

施。他们设置 52 个代收点，发展合作

客户 69 户。今年，荔枝项目累计收寄

荔枝 10 万单，实现寄递收入 332 万元，

助农销售荔枝 63 万元；整村开发 5 个

信用村，新增存款 6026 万元。邮政的

驻点服务和强大的寄递能力，是广西

三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灵山邮政合

作的重要原因。作为一家农产品供应

链平台型企业，他们急需物流服务能

力强的合作伙伴。2022 年 8 月，双方

在三科农商城内共同打造灵山邮政农

产品寄递仓，为客户提供仓储、分拣、

打包、包装材料等服务。在荔枝销售

季，梁勇和同事每天都在农商城里“上

班”。灵山邮政还开通了共配中心直

达南宁机场、广东专线等物流线路，为

荔枝销售保驾护航。“三科农业”副总

经理刘翔对双方合作寄望很高：“邮政

除了寄递物流还有金融，我们共同努

力缩短农产品流通环节和供应链条，

聚合力为农服务。”

如此贴心服务，让退休后“二次创

业”种植沃柑、皇帝柑的韦远盛，从一

开始就将寄递服务交给邮政。采访组

的车辆在山里兜兜转转来到种植地的

高处，从这里俯瞰 300 亩的连片果园，

目之所及一片青翠。青枝绿叶掩映

下，青皮的皇帝柑正在采摘，橙黄的沃

柑要等 1 个月才上市。邮车、邮政员

工穿梭果园，映衬着起伏不平的山地，

正是一幅丰收美景。

与黄忠文、韦远盛不同，浦北县杰

茂种养专业合作社具有产品种类多、

产业链长的特点，种植百香果、柠檬、

辣椒等，从培育种苗、种植到收购销

售、初深加工等进行全产业链发展。

2020 年其与浦北邮政合作以来，通过

打造示范合作社，发挥邮政“寄递+金

融+电商”惠农优势，双方着力深耕果

品全产业链开发。“在今年的荔枝项目

中，邮政安排员工现场采摘、收寄，并

提供定制的荔枝包装箱，解决了我们

人手不足、专业化程度不够等问题，迅

速把新鲜的荔枝送到客户手中。”合作

社总经理叶茂冠点赞邮政服务，“他们

还协同邮储银行，给我们授信 50万元，

为合作社发展壮大提供金融支持。”

共进：生活美起来

果苗、水果等销往全国，农品变商

品，地方经济活起来，村民的腰包也鼓

起来，今年仅荔枝寄递项目就带动当

地百姓实现收入 3000 多万元。“快递

进村了，荔枝、百香果都卖出去了，也

常在网上买外面的好东西。”在浦北县

北通镇北山村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取

快递的村民黄佳文，用朴实的话语道

出了壮乡百姓生活美的路径。

村级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不仅是

农产品上行的“最初一公里”，而且是

促进消费的“最后一公里”。北山村服

务站负责人陈有诚以前主要做水果收

购，规模不大，销售渠道单一。2020

年 8 月与浦北邮政合作后，原来的水

果收购点增加了邮件自提、商超零售、

生活缴费等功能，来的人也多了。目

前，每天代投快递 260 多件、揽收快递

50 多件，周边的果农也将百香果等卖

到这里。

“现在做得好了，很多快递公司找

我合作，我都没答应。虽然他们有些

线路便宜一两元，但邮政给我带来的

人流量是他们所不具备的。”陈有诚有

着自己的“生意经”。这不，11月 9日 7

点多，北通邮政支局局长石杨龙就和

网点理财经理、柜员等 5 人，带着移动

展业机、金融积分宣传单页等来这里

做活动，为保险“开门红”蓄客。前一

天，陈有诚和乡亲们说了邮局要来搞

抽奖。黄佳文来拿快递，也顺便扫码

成为邮乐购会员，抽中了一盒牙膏。

在邮政员工的介绍下，她还准备回家

把钱捋一捋，买个理财产品。

“网点+站点”构建起邮政在乡村

的服务生态圈，更多村民在享受便捷

快递服务的同时，足不出村还能办理

相关业务，“一站多能”，生活更美。9

月 以 来 ，浦 北 邮 政 开 展 此 类 活 动 43

场，发展客户 3363 户，办理存款、保险

等近 300 万元，销售酒水、饮料等大单

品 22万元。

村级站点是三级物流体系的关键

末端节点，它的铺开使得邮政的服务

触角扎得更深。灵山县武利邮政支局

投递员叶绍艺将赤岭村望坪邮政综合

便民服务站的包裹送完，已近下午 5

点半。随后，他驾车绕岭而行，驶向山

的深处。弯弯绕绕的乡道和窄路，不

到 4 公里的路程，他开了近 20 分钟。

教塘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在

等待他的到来。交接完几份报纸和信

件，天已微黑。

曾经家书抵万金，而今快件暖人

心。在灵山县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工程

现场，混凝土罐车来回穿梭，挖掘机、

运输车等工程机械轰鸣，呈现一派如

火如荼的施工景象。“开办主题邮局，

极大解决了产业工人取件、寄件的不

便，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中交二航

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分工会主席

雷敏向记者介绍。平陆运河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

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家级”

骨干工程。鉴于项目沿线地理位置偏

僻，产业工人使用快递服务很是不便，

今年 9 月，钦州市分公司延展邮政服

务进工地、进园区，设立马道枢纽主题

邮局。邮局布局贴近工人需求，设有

快递、金融、乡村振兴、党建文创等区

域，整合 8 家民营快递公司，快递在灵

山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统一处理，集

中送到主题邮局。“有时家里寄些特产

来，我也买了当地的荔枝、桂圆寄回

家。取快递邮件时，和工友们坐下来

闲聊，美得很呢。”57 岁的汪前发走过

很多地方，快递进工地还是第一次遇

到。主题邮局的贴心服务也受到地方

工会的赞许，钦州市总工会将此评为

广西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爱心驿

站。目前，钦州邮政已实现运河沿线

各标段项目部快递进工地的全覆盖，

切实保障产业工人的用邮需求。

依托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钦州

邮政不仅打通了农产品上行的“最初

一公里”，也畅通了工业品下乡的“最

后一公里”。通过资源互补，打造社区

团购平台与直播带货等用心服务，截

至 10 月底，钦州邮政累计助力农产品

销售上行 3 万件，同比增长 150%，交

易额同比增长 98%；服务工业品下行 2

万件，同比增长 201%，交易额同比增

长 150%。

山海之间，邮情有爱。在八桂大

地，邮政不仅仅在消费上连通城乡，更

在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融合城乡差

距方面展现着担当，只为壮乡儿女生

活越来越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