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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之路愈走愈宽，农村电商越
来越火的带动，如何让快递提速进村、打通乡村快递网络“最
后一公里”，为乡村振兴按下“快捷键”，成为管理部门和相关
行业都在努力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据了解，我省“快递进村”目前处于喜忧参半状态，一些
品牌响、特产丰富的村屯，因农业合作社、乡村企业的壮大，
成为快递企业必争之地；而地广人稀较偏远村屯，仍需驱车
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到最近乡镇取快递，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流，农村快递业配送难的现状亟待解决。

2020年 4月，国家邮政局发布《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
案》，要求到2022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

快递”，我省成为先期试点省份。2021年 2月，省人大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推进‘快递进村’，实现有条

件的建制村快递服务通达到村”纳入重要工
作任务之中。目前，距离“快递进村三年

方案”最后期限还有一年零九个月，
黑龙江省“快递进村”工作进入

哪个阶段了？距离打通快
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还有多远？近日，
记者进行了调

查。

□文/摄 本报记者 孙海颖 崔立东

“我们农场虽然不大，但是快递竞争
挺激烈。前几年送件加收二次派送费的
时候，快递站都很赚钱，这两年不让收费
了，快递站就频繁换老板。现在为了节约
成本，一家快递代理点代理两三家快递品
牌。”曾经在850农场经营快递站的王林向
记者介绍说。850农场距离虎林市 30余
公里，人口 1万余人，中通、申通、圆通、韵
达、百世……甚至近几年刚兴起的极兔速
递等，几十余家主流快递网点十分齐全。

王林所说的“加收二次派送费”，指的
是受运费成本影响，往村屯快递派件时以

“超区派送”为由向收件人二次收取费
用。经记者多方调查，目前这种违规收费
的情况已经没有了。“现在确实不收二次
派送费了，但快递也不给送上门啊，如非
要送件上门，我们自己需花3元找网上‘跑
腿’送到家。”农场一张姓村民告诉记者。

住在快递站不远的农场居民，自行取
件还能接受。但在850农场周边方圆5至
20公里范围内，零星散落着富国村、民兴
村、富胜村、庆丰、云山农场等十余个村
屯，取一次快递就太难了。

据富国村村民宋伟峰介绍，周边村屯
没有民营快递，平时大家取快递需要驱车
10余公里到最近的 850农场快递站点取，
偶尔快递公司也会让驻村的邮政站点人
员把快件带过来，不过时间会很漫长。对
于快递不送上门，宋伟峰说村民们都能理
解：“毕竟村里人口少，十几个村子每天加
起来都不到10个快件，各村屯之间距离又
远，一圈跑下来怎么也得四五十公里，成
本太高。”

得知“快递进村”政策即将实施后，村
民李大生拍着巴掌连称“好”，“城里的普
通大米都卖五六元一斤，我们种的大米每
斤 1.3元低价卖给米厂再加工，如果快递
能进村，我就可以自己在网上做直播，卖
质优价廉的正宗农场大米啦！ ”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黑龙江省县级
以上乡镇基本都有完备的快递网点，但大
部分村屯则需要到几公里、几十公里远的
镇上取快递。在一些经济活跃地区的周
边村屯，如哈尔滨市阿城区、双城区及齐
齐哈尔市龙江县等，村屯快递刚刚呈现发
展态势，通过与乡村邮政网点对接、搭乘
乡村“客运”线路、寻找乡村“代理点”等方
式缓慢推进“快递进村”。而在比较偏远
的森工、农垦等区域，如东方红林业地区、
铁力市等周边偏远村屯，则都没有快递进
驻村里，只能等邮政的配送人员定期从最
近的乡镇往村里送件，但派送时效难以保
证。

在五常市凤凰山脚下，一个只有 200余户
的小村庄里，有一家前进综合商场。说是商
场，其实就是一家品类较全的超市。张丽和李
大军夫妻都是村里人，经营超市之余，还会帮
村民们代收、派发快递。李大军开玩笑地说：

“一年前，我这个快递代收点还是‘黑站点’。”
李大军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能进入快递

正规军，要感谢五常韵达快递负责人黎波。
2020年夏天，到凤凰山游玩的黎波从超市门前
堆积的快件上看到了“商机”，授权李大军的超
市为快递代理点。此举不但让李大军摆脱“黑
快递”的身份，还借机发展了其乡村快递业务。

五常与凤凰山之间的山路很难走，120公
里的盘山路，就算路况好也要走2个小时。李
大军的超市需要经常往返期间进货，要是顺道
儿带些快递，能节省不少路费。其次是派送
费，李大军原来帮村民代收快件，每件加收 1
元钱，但这种做法是违规的。加入韵达乡村网
点后，黎波将每个快件0.9元的派送费分出0.7
元给李大军，同时还给李大军发件权，每发一
个件最多能赚5元钱，由此李大军的快递收入
大大增多。“如此双赢的代理点，十分难得。”黎
波说。

除了先天条件，李大军夫妇的用心经营也
让凤凰山快递业务越来越好。“我媳妇是个热
心肠，头几年经常教村里人网购，不但帮买还
帮着退，帮代收快递，一来二去我们超市就成
了村民学网购、取快递、退换货的网购一条龙
服务站。”李大军边理货边说，这几年村里人都
学会了网购，快件也从5年前的偶尔两三件变
成现在每天百余件。赶上秋收、年节旺季，每
天快递收发总量甚至达到四五百件。

自从有了这个快递点，村里人也能放心网
购了，有的还尝试着在网上卖土特产，春天的
蘑菇、鸡蛋、鹅蛋，秋天的大米、豆角、野菜，还
有冬天的酸菜、咸菜……而李大军呢，不仅每
天确保快递运输时效，至今零投诉，还将超市
里不用的纸盒外包装、鸡蛋托、泡沫盒等变废
为宝，用来给村民们免费包装快递。

“我去沙河子镇取件，除了韵达，通常还会
把其他快递的快件帮村民们捎回来，当然其他
公司的快件是不给钱的。”李大军说，“没办法
啊，都是乡里乡亲，说一声能不给带回来么！”
但是这种“捎脚”的事儿越多，时间成本和运营
成本就越大。

今年2月，“推进‘快递进村’，实现有条件的建制村快
递服务通达到村”被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黑龙江作为先期
试点省份，早在2020年9月，省邮政管理局就吹响了快递进
村的号角，提出了以“邮快合作”为突破口，因地制宜开展快
递企业设点直投及邮快、快快、快交、快商等合作模式。

啥是“邮快合作”呢？是指省邮政分公司与民营快
递公司共享邮政网络，利用邮政在全省 4733个服务站
点，787条农村配送网路，将民营快递的末端农村配送融
合到邮政配送网络中，代收代理合作品牌快递业务。记
者调查了解到，“邮快合作”是目前快递进村的主要模
式，但其有利有弊，优点是确实能很快达到一定的普及
率，但邮政与民营快递的快件行程跟踪操作系统对接尚
不完善，实际操作起来有难度，且邮政配送网络时效难
以保证，邮政网点的综合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快快”合作模式，就是像李大军这种，多家快递网
点在乡村代理点进行融合。“快交合作”是乡村快递与乡
村交通客运网融合。另外，快递品牌企业与电商大户对
接形成的“快商合作”等新模式，也在逐步探索中。

业内人士认为，快递进村应根据不同地区地理位
置、地域特色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找到适合各自地区
的发展模式，鼓励多渠道、多方式融合，进而拓展农村快
递网与农产品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黑龙江省
“快递进村”还存在着季节性需求
差、运营成本大、道路交通不便、驻
村快递站难盈利等问题，一些常年
从事基层快递配送业务的快递从业
人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快递企业是社会的“血液循
环系统”，维持着居民基本生活需
求，为社会解决大批就业岗位，因此
能否在税收、房租等政策上对快递
企业给予支持。

2、对于乡村快递企业，要采取
打破常规的方法，在站点审核、派费
计算、多平台融合方面搭建沟通平
台，打破农村末端快递网点内部的
站点级别限制，给予政策优惠支持，
提升农村快递网点的竞争力。

3、通过科技助力的方式，在较
偏远农村地区建立无人仓储物流
站，使用智能投递柜、智慧物流信息
平台，解决农村快递投递距离长、成
本高等问题。

4、针对黑龙江省地广人稀的现
状，9000多个自然村全部实现快递
进村确实有难度，可以通过逐层推
进、逐步推进的方式，以经济发展活
跃的村屯带动周边地区村屯的方
式，逐渐形成农村快递配送网络。

据悉，2021年，黑龙江省邮政管
理局进一步落实“快递进村”三年行
动方案，力争年底前全面完成“快递
进村”试点工作任务，提前实现三年
行动目标，实现有条件建制村快递
服务直投到村，更强支撑农村电商
发展，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村民急盼快递进村
“我就可以
直播卖大米啦”

寻求合作双赢
凤凰山脚一超市
尝试快递授权代理服务

基层快递员
发声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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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最后一公里”，实现有条件建制村
快递服务直投到村，我省现状喜忧参半

“快递进村”还需几步走

一家快递站点代理多家快递品牌，是末端
快递网点的常态。

张丽正在为村民找快递。

张丽和超市员工。

三年计划正在推进
以“邮快合作”为突破口
开展多种合作

破局快递进村难
发展中的乡村快递需更多扶持

“不赚钱”是现在快递进村难面临的普遍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近年来五常的品牌效应不仅

带火了五常大米，也让当地其他土特产走出省外。五常市乡
村企业、农业合作社较多，一些大米产量高的村屯，甚至成为快递
企业的必争之地，如五常市石庙子村、凤凰山村、北土村、半截河
子一带村屯，每逢大米成熟季，快递企业都会派运输车进村，通过
电商平台销售大米，每斤0.5元的收寄价格也是经过各快递公司
省级代理特批的。

黎波说：“五常市的快递业因量大价低，已形成良性发展态
势，这也是电商平台与快递企业同步发展的结果。”

9年前，黎波刚刚接手五常韵达快递网络时，五常市韵达快递
乡镇级别的快递点不足十个，有些站点每天也就七八个快件，目前
乡镇级以上站点35个，全市269个行政村基本通过“邮快”合作、“快
快”合作完成了快递进村100%全覆盖，但是实际运营盈利的乡村快
递站并不多，主要都集中在大米产量高、合作社多的20余个行政村
内，“如果村里有产业，快递站点很快就会建立起来！”黎波说。

对于像李大军这样正在发展中的乡村快递，黎波认为应该给
予更多的政策扶持。

那么，李大军目前的快递成本是多少？他向记者算了一笔
账：“为保证送件时效，除了冬天雪季，他每天都要往返五常与凤
凰山，路费170多元，目前每天能取130个左右快件，其中60%是免
费代取件，派件费约为五六十元，平时发件量在40个左右，每个件
平均利润3元，能收入120元左右，所以每天收发快递一共能收入一
百七八十元左右，与往返路费持平。但如果其他快递也能给李大军
代理权，每天至少可多赚50元派费，就能扭亏为盈。”

对此，李大军也曾找沙河子镇几家二级快递站点负责人
谈过，得知他们的派费还没有自己多时，李大军放弃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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