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时评】

国家邮政局前不久发布的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快递业

务量累计完成 512.2 亿件，同比

增长 3.7%；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982.2 亿元，同比增长 2.9%。随

着“快递进村”工程深入推进，农

产品上行渠道日益畅通，农产品

市场的繁荣活跃、中部地区的潜

力释放成为带动行业增长的重

要力量。

不断延伸的快递网络，给乡

村生活带来了便利，也激发着农

村地区的消费潜力。曾经，为了

收发快递，部分村民只能前往集

镇，收包裹、寄包裹多有不便。

2020 年印发的《快递进村三年行

动方案（2020—2022 年）》明确，

到 2022 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

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去年，

全国建制村快递进村比例超过

80%。不断补齐、织密的快递网

络，让包裹的流通更加通畅，农

村市场成为快递业新的增长极，

农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快递进村也给乡村打开了

发展新空间。依托快递网络，农

村电商发展基础更牢，越来越多

的山货、乡货进入城市，在满足

消费者差异化、个性化消费需求

的同时，也为农民拓展了增收渠道。以 2021

年为例，全年农村地区收投快递包裹总量

370 亿件，带动农产品出村进城和工业品下

乡进村超 1.85 万亿元。可以说，快递进村既

让消费品进得来，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

品质，也让农产品能够更好运出去，乡亲们

的钱袋子更鼓了。

快 递 进 村 还 带 来 了 创 业 就 业 的 新 机

会。一方面，随着快递末端网点备案制度实

施，不少快递小哥返乡开办快递末端网点，

给当地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随

着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逐步得到解

决，农村电商发展如火如荼，直播带货、短视

频营销等模式的兴起，既为优质农副产品找

到了销路，也为更多农村群众提供了创业的

舞台、就业的机会。在家门口就能够创业就

业，这同样是快递进村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

的改变。

也要看到，挖掘快递进村潜力，助力乡

村振兴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快

递进村还面临着集约化程度低、运营成本

高、网点盈利难等问题，需要有关政府部门

和快递企业一起，持续发力。比如，面对快

递进村成本高的情况，政府部门不妨帮忙搭

桥牵线，让邮政、公交载快递进村，在保证服

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快递时效的基础

上，帮助快递企业、基层网点降低成本、提高

效益。再比如，针对农村网点经营难的状

况，快递企业不妨通过整合场站、干线运输

等资源，为末端网点争取更多的利润空间。

补齐短板，破解难题，才能让农村快递“进得

去”后又能“稳得住”。

小快递能推动大发展。相信，随着“快递

进村”工程的深入实施，更多的村庄将被纳入

现代化物流网络，更多的乡村将获得新机遇、

绽放新活力，一个物畅其流的中国也将更好

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李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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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种业十件大事”发布
本报讯（王澎 祖祎祎）7月28日，2022中

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在海南三亚开

幕。主论坛上，中国种子协会与农民日报社联

合发布“2021年中国种业十件大事”。

2021年是中国种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大事要事多，社会关注度高。为了

扩大社会影响，增进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

推进种业振兴进程，在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

的指导下，中国种子协会与农民日报社联合开

展了“2021年中国种业十件大事”推介活动。

本次推介着眼于对我国种业发展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的政策举措、工作进展、科研成

果，同时兼顾社会公众、主流媒体广泛关注的

重要事件。在推介程序上，本着科学、公正、专

业的原则，前期由农民日报社结合新闻报道实

践和全网舆情大数据分析，初步推荐了15件

种业大事候选事项。在此基础上，中国种子协

会组织理事投票推介，依据票选结果进行排

序，经由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中国种子协

会和农民日报社共同组成的专家评审组评审，

最终确定“2021年中国种业十件大事”。

“2021年中国种业十件大事”分别为：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种业振兴

行动方案审议通过，农业农村部全面启动种业

振兴五大行动；新修改的种子法，由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全面启动，国家级农作

物种质资源新库建成试运行、国家海洋渔业生

物种质资源库正式运行；农业农村部、最高人

民法院签署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备忘录，出

台最新司法解释；“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袁隆平院士逝世；“十四五”现代种

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出台；《全国畜禽遗传改

良计划（2021-2035年）》发布；我国自主选育

白羽肉鸡获突破；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

硅谷论坛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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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顶帐篷、一片草地、一壶好茶、一桌美

食……7月24日，笔者走进淮南市八公山区

山王镇南塘村新建的一间茶吧，只见游客正

在这里品美食、赏美景，悠闲自得。

茶吧负责人宋梅告诉笔者：“每逢天气

晴朗，这里的夜晚更是美丽，许多游客来到

这里仰望星空，放松心情。”

近年来，八公山区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依

托景区周边各村特色，发展乡村旅游，通过不

断注入旅游新元素、发展旅游新业态，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逐步满足游客“吃、住、行、游、

购、娱”等休闲需求，助推旅游发展。依托石

门潭、洗云泉、南塘长廊等景点资源，培育起

妙山村二十四节气主题民宿、好好玩乐园、山

谷里露营地等文旅项目。依托葡萄、桃、草莓

等水果采摘园，大力发展“民宿经济”“果园经

济”，为乡村旅游带来了“流量”。

“住在民宿，感受八公山的美景和文化，

心情特别舒畅！”在当地民宿，游客李娜与朋

友前来度假，对这里的环境赞不绝口。

位于八公山风景区一侧的八公山镇妙

山村，森林覆盖率90%以上，山清水秀、气候

宜人。走进村落，一栋栋特色民宿依山而

建，庭院内翠竹葱郁、鲜花绽放，楚风汉韵的

建筑风格古色古香。

“2020年，妙山村开始打造民宿产业，目

前已经建成5个院落、30个房间、47张床位，

具有一定的游客承载能力。”八公山镇党委

副书记石成告诉笔者，在重点做好妙山村旅

游景观、基础设施提升的同时，还将策划一

系列研学旅游线路，打造集吃、住、游于一体

的特色乡村旅游。

在淮南市八公山区山王镇丁山村葡萄

种植园，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

长势喜人。“我家的葡萄又大又甜，每年吸引

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经济效益挺好。”7月

25日，种植户朱传涛说，水果采摘、体验农家

生活，已经成为不少游客热衷的休闲方式。

（柏松）

四时风光好 乡村旅游旺

挑拣、分装、称重、喷码、打包……7月

底，安徽宿州科技食品有限公司的罐头生产

车间里，机器隆隆作响，工人有条不紊地忙

碌着。车间外，数辆叉车来回穿梭，将一箱

箱水果罐头整整齐齐码到集装箱内，这些罐

头将经过30天左右的海运漂泊，出现在欧美

商超货架上。

在砀山县，类似的出口水果罐头生产企

业还有18家。“得益于海关的便利化措施，公

司只用了1天的时间便取得了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备案，首批订单在宿州海关的指导下已

经顺利出口。下半年订单充足，预计每月至

少有170吨罐头出口海外。”砀山县兴正食

品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廖继庐说。

合肥海关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

加强对水果罐头出口数据的动态分析，充分

发挥监测数据的预警作用，促进地方政府、

协会、企业与海关的四方联动，帮助企业规

避贸易风险。“深入落实简政放权，对出口食

品生产企业备案从5个工作日压缩到3个工

作日，常态化落实预约查验、无纸化申报等

措施，在检验合格的基础上，实现检验检疫

证单出证‘不过夜’。”该负责人介绍，今年上

半年，全省共出口水果罐头5万吨，货值达

3.3亿元，同比增长62.4%。

在砀山县，新鲜黄桃最快5个小时就变

成了罐头；在和县，南瓜、青豆、花菜、莲藕等

冷冻蔬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海外

的万千餐桌。

“RCEP生效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好处就

是进口国关税降低了，出口机会增多了。”位

于和县的安徽迈涛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付院生说，“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申请了61

份RCEP原产地证书，大概减免日本进口关

税15万元。今年下半年还将继续投资建设

新的种植基地，不断拓宽产品深加工品种。”

今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施。半年以来，生

效成员国从10个增长至13个，政策红利不

断释放。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兴旺，蔬菜

产业作为和县种植业的第一大产业，是农民

增收和农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

业。据马鞍山海关统计，今年前6个月，该关

共签发RCEP项下优惠原产地证书137份，

出口享惠货值3920万元。

“我们对冷冻蔬菜的原材料、生产过程、

关键工艺、包装、储存等多环节进行风险评

估，不断强化动态跟踪，多渠道搜集并实时

向企业更新日本方面蔬菜检测农药的动

态，及时发布日本方面限制性贸易措施，帮

助企业积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马

鞍山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做好

RCEP政策解读和实施效果跟进，指导高级

认证企业申请“经核准出口商”认证资格，持

续推广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

等便利化措施，助力农产品加工企业走稳走

好出口路。 （何珂）

精深加工 农产品走俏海外

辣椒丰收
富农家
7 月 31 日，阜阳市颍东

区杨楼孜镇前进村村民正在

采摘辣椒，田间一派丰收景

象。近年来，颍东区杨楼孜

镇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

采取合作社育苗、基地种植、

农户参与的模式，大力发展

辣椒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助

力乡村振兴，带动当地 100

多名农民家门口就业增收致

富。 通讯员 宿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