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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反映
部分快递不进村致取件难

城里人收发快递十分方便，但
对于莱州市沙河镇北王家村的村民
来说，快递包裹“停”在七公里之外
的快递网点，收发快递成了麻烦事。

村民王先生经常从网上为父母
购买物品，由于部分快递公司无法到
村派件，他和家人每次要到七公里外
的路旺快递网点取件，极不方便。王
先生说，包裹多的时候要跑好几个快
递点，费时又费力，这让他十分头疼。

在北王家村，记者遇到了骑着
电动车打算去取快递的崔女士。“孩
子从网上帮忙买的农药到了，我到
路旺去取。”对于快递不送上门的情
况，崔女士也显得很无奈，“快递不
往村里送，人家给咱发到哪儿，咱就
得上哪个快递网点拿。”

不少村民表示，京东、顺丰等少
数快递公司能进村送快递，但是像

“三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韵达）
等快递公司，一般只给送到路旺的快
递网点或驿站，就不再继续派送了。

在沙河镇，并非只有北王家村
遭遇快递进村难。记者随机走访北
郑村、小王家村、院上村等村发现，
快递包裹一般被送到镇上的快递网
点后就“停”住了，村民收件要到镇
上的快递网点、驿站自取。

在距离沙河镇较远的院上村，多
名村民表示，取快递来回一趟路程10
公里多，有时候也会让亲朋好友代取。

乡镇快递点
派送费低，进村成本又高

是什么原因导致进村快递包裹
“卡”在乡镇止步不前？记者走访沙
河镇上的申通、韵达、中通、圆通、极
兔等快递网点发现，这些网点分布
在镇上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不时有

村民或开车或骑摩托车、电动车穿
梭于快递网点取快递。

当被问及是否进村送件时，多
家快递点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表
示，“不到村里送，大家都知道”“不
进村送，需要自提”……

“派送费太低，进村送的话成本
太高，净赔钱。”一家速递网点负责人
孙强（化名）道出了不进村送快递的
原因，“不能光谈服务，不谈成本。”

孙强算了一笔账：一件快递派送
费6毛，除去房租等成本，到手只剩2毛。
有的村距离快递点较远，来回七八公
里，跑一趟油费就得七八元，没法下去
送。“另外，村庄分布较为分散、件少，致
使配送效率低。村里大多是无名路，有
些民房也没有门牌号，一个快递员在
城里一天能送100多件，在村里一天能
送上门50件就很不错了。”孙强说。

在另一家快递网点，负责人原浩
（化名）正忙着包装机械配件。在快递
行业干了十多年的原浩，前几年还雇
快递员给几公里之内的企业和商铺送
快递，但随着快递行业竞争压力越来
越大，派送费也越来越低，快递员嫌赚
得少纷纷离职。近几年他也不再安排
人派送快递包裹了，目前网点工作人
员只负责去莱州市的快递中心接运快
递包裹、整理入库等工作。如今，他靠
着多收件支撑着网点的正常运转。

走访中，对于派送费用低的问
题，很多快递网点、驿站的老板都有
提及。“镇上各家快递点的日到件量
基本在千件以上，不雇两三个人根本
忙不过来，除去房租、人工成本，剩不
下几个钱。”一名快递网点老板说，现
在干快递不仅不挣钱，还经常出力
不讨好。如果有客户向快递企业投
诉，他们就会被罚款，一天就白干
了。目前他已经打算转行。

“我们也想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
务。”多家快递网点和驿站的负责人表
示，希望快递企业提高基层网点派送
费，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关注到乡镇快
递网点的现状，并给予一定的扶持。

主管部门
正探讨“客货邮”融合发展

“快递进村”是发展所向、民生
所需。近年来，自上而下已经出台多
个方案和行动，推进快递进村工作。

据了解，2021年山东省邮政管理
局、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深化农村客运与快递邮政融合
发展 加快推进“快递进村”的实施
意见》，要求到2021年底实现“快递进
村”全覆盖。对此，莱州市邮政快递业
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莱州市的邮政、京东、顺丰、德邦等快
递品牌，均可送货到用户指定的地
点，基本满足农村大部分用户快件派
送需求，但也确实存在部分快递企业
未进村送件的情况。

据了解，新版快递服务国家标准
自4月1日起实施，与3月1日推出的新
版《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共同为快递行
业治理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对投递方
式等有新的规定。另外，快递“新国标”
中也有对农村快递的要求：要求综合
利用农村客运班线等交通运输资源，
保障快件运输效率，打通“快递进村”
的最后一公里；收件人地址为行政村
及行政村以下自然村的，将快件投递
至行政村，或村内约定地址。

莱州市邮政快递业发展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透露，莱州市正在推进和
探讨“客货邮”融合发展模式，通过邮
政、公交进行合作和资源共享，一方面
可有效减轻快递物流企业“入村”运营
负担，实现城乡公交由“政府输血”到

“自主造血”，另一方面也可破解偏远
乡村百姓“取件难、寄件更难”的难题。
目前正在测算成本，探讨、研究采用客
货混装还是客车专门运件，看哪种方
式更适合莱州的实际情况。

据了解，为解决快递进村“最后一
公里”难题，烟台招远等地已有探索。
招远成立了市邮政快递业发展服务中
心，聚焦“快快合作”，由商贸公司整合

中通、圆通、韵达3家快递企业，投用市
级物流仓储分拨中心，运营30个镇级
物流共配站，辐射708个村级综合服务
点，实现统一分拣、统一配送。

专家建议
“共配共享”或成破题关键

快递进村难该如何破题？今后，
“快递进村”的路该如何走？在山东商
务职业学院现代物流管理教研室主
任孙序佑看来，需健全县乡村物流配
送体系，“共配共享”或成破题关键。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
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县域
商业体系建设，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
体系，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大
力发展共同配送。孙序佑认为，随着
网点的加速整合，“共配共享”将成为
快递进村不可或缺的一环。

“农村快递派送与成本普遍倒
挂，快递公司或不愿进村设点，或设
点后持续亏损，很难长期维持。”孙序
佑分析称，从目前农村资源整合情况
来看，虽然邮政、交通、供销、农业、商
业资源很多，却没能形成“共配共享”
机制，快递公司可联合设立经营网
点，通过“共配共享”，来有效解决快递
进村“成本高、收益低”的难题。

孙序佑表示，推动“快递进村”是
场持久战，单靠企业或单靠政府补贴
来解决问题，不可能持久。他建议，地
方政府也应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并积
极整合邮政、交通以及快递企业等各
方资源，聚拢“指头”成为“拳头”，出台
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强快递物流村级
站点的建设，增加对农村末端网点建
设的补助和运营补贴，以推动其健康、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业内人士称，农村也要由单纯的
“收快递”向“发快递”“收快递”并行转
变，这样才能形成双向流通。快递进村
要解决产品流通和消费问题，这对释
放农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畅通内循
环、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每次拿快递都要骑电动车跑到
七公里外的快递点。”近日，烟台莱州
市沙河镇北王家村村民崔女士说，取
一趟快递来回将近15公里，要花费个把
小时。无独有偶，“壹粉”“孤久成瘾”今
年4月也曾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情报
站反映快递进村难问题。

莱州市沙河镇是全国小型工程机
械之乡，下辖116个村庄，常住人口9万
余人，工业企业多、人口密度大，农村
的快递物流服务需求旺盛。快递停在
镇上，进村难制约了消费潜力释放，

“最后一公里”到底卡在哪里？难题又
该如何破解？

沙沙河河镇镇一一位位村村民民来来到到一一家家快快递递网网点点取取快快递递包包裹裹。。 钟钟建建军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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