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何处？

32020年5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 周益辉 校对 / 邱名卿

2020全国两会·至关注

有条件建制村三
年全部通快递

“随着快递下乡，樱桃、苹果等生鲜农产品我都
敢卖了。”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陇南市徽县陇上庄
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倩娟说。陇南自然
条件好、物产丰富，梁倩娟从2013年开始经营电商
销售农产品。她说，前些年因为快递网络不发达，
很多优质农产品卖不出去，快递下乡以后情况大
有改善。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司司长
马旭林说，通过不断健全农村快递物流体系，我国
建立起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快递服务体系，快递
成为农产品线上销售的主要渠道。

2019年，我国农村地区年收投快件超过150
亿件，支撑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超过8700亿
元。全国涌现出163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一地
一品”代表项目，其中37个金牌项目年业务量达
千万件。

“快递进村取货，大大促进了农产品销售，增
加了农民收入。”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海伦市
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向秋说，如
今农产品直播带货销售已成为时尚，这离不开快递
进村的支持。报告提出支持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
消费。这一举措让我们更加鼓足干劲，农村市场潜
力巨大，既是快递发展的一片蓝海，也是促进乡村振
兴的有力抓手。

马旭林介绍，国家邮政局今年印发了快递进村三
年行动方案，目标是今年年底全国建制村通达率达到
60%，2021年底达到80%，2022年底达到95%以上，基本
实现有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快递。

让快递真正实现进村入户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快递下乡、进村的渠道不畅，一些地

方的农产品滞留地头，影响农户增收与市场供应。
目前全国乡镇一级的快递网点覆盖率约95%，但仍有大量的行政村没有农村

电商快递配送站点。如何让快递真正下得了乡、进得了村、入得了户？
“快递进不了村，导致村里的农副产品、蔬菜瓜果运不出来。”全国人大代表、黑

龙江省尚志市鱼池乡新兴村党支部书记金东浩说，农村点多、面广、线长，且快递业
务量相对较少，运输成本高、入不敷出，很多快递公司都不愿意在农村设快递点。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卫红说，快递进村对于生鲜农产
品销售至关重要，这需要规划协同，推进农村电商和快递网点相匹配、工业品下行
和农产品上行相匹配，让快递进村、出村都有单量，才能降低快递进村的成本，进
而拓展消费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邮政分公司胜利桥投递站站长赵明枝
说，要聚焦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融资难”“销售难”“流通难”问题，提供从品牌
宣传、销售推广、收寄仓储、运输配送，到农资供应、金融支撑的一体化供应链服
务，推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马国湘说，报告指出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
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他建议，快递在收、转、运、派
的四个环节要实现数字化，让农村快递效率更高、生态更加协同，进而最终实现降
本增效。

以“快递进村”撬动大市场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罕达汽镇河西村村民杨兰足不出村，就顺利收到了网

购的口罩。而在以前，杨兰要坐车到镇上才能取到快递。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泗洪县归仁邮政支局局长殷勇说，快递下乡、进村，让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之路愈走愈宽，带动了供应、电商、产业、运输等链条快速
发展，有效整合了市场资源、增加了就业岗位，为做好“六保”和“六稳”打下了基
础，对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我为湖北拼一单”，各地特色农产品纷纷走上直播销售……从疫情防控到复
工复产，快递在服务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防疫物资配送等方面都表现出强大
的活力，激发了更多的消费需求。

“小快递能够撬动大市场、大就业。”马国湘说，报告提出要多措并举扩消费，
快递网点具有独特的渠道优势，能有效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助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我国有超大的供应链市场，未来快递与农业、制造业等多领域将广泛融合
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新基建”是要干啥？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的部署，让人对“新基建”有了更多期待。
那么问题来了，“新基建”到底是要干啥？
提起基础设施建设，大家都知道它既体现出

民生导向，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乘数效应。而
“新基建”，实际上也是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扩
展，不是简单的抛弃传统基础建设而“另起炉灶”。

为什么要推“新基建”？可以从政府工作报
告中找答案。报告把“新基建”等建设，放在扩大
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方略举措地
位来看待。

从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看，在特殊背景下，通
过发起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
消费是必然之举。

从社会发展的多元诉求分析，数字经济已成为释
放新动能最重要的途径。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新业态“逆势”
上扬也表明了经济发展对数字基础的迫切需求。

通过加大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建设，
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力转化为发展力，就将产生一石多

鸟之效，在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上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新一轮信息技术正加速全球竞争力版图的重塑，我国已建

成全球最大的光纤和4G宽带网络，5G基站超过20万个，具备良好的产业
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可以说，此时此刻布局“新基建”立足当下是应对挑战的突破口，着眼未来也是
变局中的关键之举。

“新基建”能带来啥？
“新基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用这样一组数据列举“新基建”

对投资的拉动：“预计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
从需求侧拉动大规模投资，也从供给端赋能生产、消费、社会治理等多领域，

“新基建”以投资为手段，更以效率为关键词。
“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细水长流。”与短期内拉动增长相比，我们更应看重“新基

建”对涵养创新的意义。
5G带动信息消费和产业互联；数据中心推动算力提升孵化诸多创新；让“漫步

在云端”的新技术更快落地应用，让“孕育于数字”的新需求得到更大程度释放……
通过激发创新来推动效率变革，“新基建”更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义。

目前看，“新基建”也许从建设规模难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比肩，但通过对各个
领域和产业的渗透融合，释放的能量将不可小觑。

中国信通院报告显示，预计2020年至2025年我国5G商用间接拉动的经济总
产出约24.8万亿元。

“新基建”的“新”路咋走？
把“新基建”变成新机遇，关键在用。
如何用好“新基建”？怎样释放新动能？“新基建”如何走好“新”路？
“‘新基建’要避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遇到的问题，包括需求不足带来的过剩、

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的脱节等等。”不少代表委员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这一切的根本在因地制宜。
对于5G、大数据平台这些相对成熟的设施，各地可以创造条件大力推广；对于

人工智能、区块链这些还处于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应采取不同的策略，不应蜂拥而
上，避免重复建设对地方财政带来的负担。

代表委员认为，根据实际出发、考虑市场需求规划、依托财力和债务情况去推
进，是三个根本原则。

地域也许有阻隔，但数据却是流动的。“新基建”在建中用，要更加注重统一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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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

费。从城市遍地开花到下乡进村，从促

进消费到服务乡村振兴，小快递服务大

民生。此次“快递进村”被纳入政府工

作报告，在国家利好政策支持下，将带

来哪些新变化？

“新基建”到底
频频刷屏！

新
据新华社电 如果列举2020年中国经

济的“热词”，频频被刷屏的“新基建”一定

位列其中。

今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加快5G网

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政府

工作报告再次把其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

重要举措。

那么，“新基建”到底“新”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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