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邮政局近日公布， 今年
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
件， 比2023年提前71天。

“小包裹” 加速跑起来， 离
不开现代寄递服务网络体系的不
断健全。 记者采访了解到， 近年
来我国快递进村、 进厂、 出海取
得积极成效， 凸显快递市场的繁
荣活跃和发展质效的不断提升，
也折射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韧性。

覆盖超95%乡村
快递进村物流体系不断完善

走进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
西岗镇皇王庙村的淇县淇园富民
缠丝鸭蛋专业合作社， 近百名村
民正熟练地将一包包缠丝鸭蛋、
淇河鲫鱼等特色农产品进行分
类、 检测、 打包……每天， 这里
有成千上万的包裹由多家物流快
递公司发出， 让淇县的土特产走
向全国市场。

“过去我们的土特产品虽然
品质优良， 却因为物流不畅而难
以发展起来。 得益于快递进村的
开展和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的不断
完善， 多家快递物流公司进村上
门服务 ， 物流快递成本降低了
20%以上， 配送时效大大缩短。”
该合作社理事长高建宇说， 物流
通畅带动合作社线上线下订单量
倍增。 售出的缠丝鸭蛋从原来的
每年30万枚增长至400万枚 ， 社

员人均年收入增加2万元。
这是我国推进快递进村的一

个缩影。 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数据
显示， 截至2024年7月底 ， 全国
累计建成1990个县级公共寄递配
送中心， 5.3万个乡镇快递网点，
33.78万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
务站， 覆盖了超95%的乡村， 建
成了较为完善的农村寄递物流
体系。

在广东 ， 平均每天有超过
1500万件快递包裹在农村地区流
转， 成为农产品进城、 消费品下
乡的重要渠道； 在浙江， 义乌率
先打造 “邮快共配” 乡村电商物
流新模式， 目前日均快递量已突
破8000件， 人均投递效能提升6
倍以上……

广东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说， 当前广东村级寄递物流综
合服务站累计已经达 1.6万个 。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巩固快递
进村成果， 加快农村寄递物流基
础设施补短板， 同时进一步丰富
农村快递品牌供给。”

打造1910个超百万元项目
快递进厂与制造业互惠互利

电商企业与快递公司达成合
作， 快递操作场地直接嵌入公司
厂区， 形成 “楼上生产， 楼下发
货” 的快捷模式。 这是记者在位
于浙江义乌上溪镇的一处工业园

区内看到的场景。
在 “六品堂” 电商企业的仓

库， 记者看到， 整个空间被划分
为打印、 分拣、 装车三大区域。
走下生产线的货物可以在现场进
行打包、 装车。

“公司成立5年来， 生产的
文创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 年发
货量可达到2000万件。” “六品
堂” 电商企业负责人李六军说，
从末端 “搬运工 ” 到走进生产
线， 从单一的物流运输到一体
化供应链管理服务， 快递进厂实
现了与制造业的紧密协作， 互惠
互利。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
近年来快递进厂蓬勃发展。 全国
已累计打造1910个快递业服务制
造业业务收入超百万元项目，涵
盖汽车、 医药等制造业重点领域
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全链条。

不同于传统的 “点对点” 物
流运输模式 ， 快递进厂提供了
“仓储＋配送 ” 一体化的服务新
模式， 由快递企业安排员工驻厂
服务， 以专人专车等形式保障第
一时间处理订单， 大大提高了配
送效率。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2023年
12月被评为全国首批 “快递业与
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先行区 ”，
当地积极实施快递进厂等行动，
快递企业服务制造业企业已达
100余家。 今年上半年， 武陟县

快递业务量完成1775万件， 同比
增长32.86%。

“快递进厂带来仓储物流成
本的降低。 有了快递员的跟班操
作， 公司只需要做好产品的运营
和销售， 不仅省去了约三分之一
的运输中转费， 配送效率也明显
提高 ， 切实增强了公司的竞争
力。” 焦作市成汇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海军说。

运行国际航线40余条
快递出海优化国际网络布局

8月19日下午， 记者在义乌
国际邮件互换局看到， 满载快递
包裹的邮车正在陆续进场 。 每
天 ， 这里有数万个邮件经过清
关、 自动分拣后， 运至全球127
个国家和地区。

“以前我们的商品主要发往
欧美国家， 近年来公司开始拓展
俄罗斯 、 日本等国家的市场 。”
义乌潘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周婉娟说， “义乌有直达
日本的国际货运航线 ， 非常方
便， 3至5天日本买家就可以收到
货了。”

中国邮政义乌分公司国际业
务分公司负责人金美珍介绍 ，
2019年， 中国邮政义乌-大阪国
际货运航线开通， 每周有5个班
期 ， 实现了往返直飞 、 时限稳
定 、 次日投递 、 专业报关 。 今

年， 中国邮政又新开通了义乌-
马尼拉国际货运航线， 每周4班，
近期还将逐渐增开至每周5至6
班。

近年来， 我国快递业加强国
际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持续优化
国际网络布局， 提升国际枢纽能
级， 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
好联通 。 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
示， 截至目前， 邮政快递业累计
建成境外分拨中心312个、 海外
仓超300个； 快递业全货机机队
加快建设， 2024年上半年累计运
行国际航线40余条。

不少快递企业聚焦工厂物
流、 跨境直邮、 大件物流、 设备
运输等领域， 提升 “门到门” 一
站式服务能力。 综合运用 “国内
直发” “自营仓+落地配” “国
内集采+国外集配 ” 等服务模
式， 满足多样化的跨境需求。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未来将持续推进快递进村、
快递进厂和快递出海工程， 推动
行业高质量发展。 将继续加强村
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 不
断提高农村快递服务能力； 以培
育快递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先
行区和典型项目为引领， 带动行
业融合与创新发展； 引导快递企
业继续完善国际快递网络， 加强
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拓展国际快
递业务， 提高跨境服务能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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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村、进厂、出海，快递业如何“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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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G3 （京台高速）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主桥合龙。 该桥是一座双层斜拉—
悬索协作体系大桥， 全长11.88公里， 主跨988米， 具有高速公路、 城际铁路、 货运铁路三种过江功能。 大
桥计划于2025年建成， 建成通车后对于加快区域协调发展、 加强长三角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发

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 ，
将在金秋九月 “焕新”。

记者8月27日从教育部获
悉， 历时两年多修订， 义务教
育道德与法治、 语文、 历史统
编教材近期完成了全部编审程
序。 在保持总体容量基本不变
的前提下， 选材更丰富， 编排
更科学， 育人导向更鲜明。

此次修订 “焕新” 在哪？
“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和 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
教材 ， 将马克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时代化最新成果系统有机融
入， 使之成为凝聚整套教材的
‘魂 ’。” 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
表示。

时代气息扑面而来———道
德与法治教材加强党的创新理
论最新成果的学习； 组织作家
实地采风创作的反映黄文秀事
迹的 《青春之光》 等成为新课
文； 历史教材呈现新时代的历
史性成就、 历史性变革。

体现学术研究新成果———
注重反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
果，学生们可在历史课本中“寻
迹”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牛河
梁遗址等代表性考古成果。

重 大 主 题 教 育 内 容 增
多———采取系统融入、 重点强
化等方式， 进一步纳入国家安
全教育、 法治教育、 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内容。

内 容 设 计 加 强 幼 小 衔
接———语文教材修订后降低了
难度 。 优 先 学 习 字 形 简 单 、
构 词 率 高 、 生活中常用的汉
字； 拼音教学时间比原来增加
1至2周， 减缓了起始阶段的学
习坡度。

美术设计彰显巧思———对
于封面 、 版式设计和插图绘
制， 按照反映学科特点、 体现
艺术水准 、 彰显中华美学品
味、 符合大众审美习惯和生活
常识的标准进行了优化设计。

修订过程 “严” 在哪里？
据了解， 教育部在2022年

3月启动三科统编教材修订工
作， 精选编委会和修订组成员
200余人 。 修订过程中 ， 组织
18个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
建 设 兵 团 的 550 多 所 学 校 、
2000多名教师、 10万多名学生
开展试教试用。

国家教材委员会相关专家
委员会对修订后的教材进行了
严格的初审 、 复审和多轮复
核， 通过后报国家教材委员会
审核， 全面把好政治关、 科学
关和适宜关。

如何确保 “用” 得稳定？
根据计划， 义务教育三科

统编教材将在三年内覆盖所有
年级。 今年秋季学期， 小学一
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 2025
年， 小学一、 二、 三年级和初
中一 、 二年级使用 ； 2026年 ，
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全部完
成替换。

为做好教材使用工作， 教
育部近期已开展骨干教研员国
家级示范培训 ， 各地8月底前
完成授课教师全员培训。 教材
投入使用后， 将持续开展教材
使用监测， 组织编审专家深入
一线进行回访 ， 听取社会意
见， 提高教材质量。

培根铸魂、 启智增慧。 崭
新的教材、 崭新的学期， 等你
开启。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珊瑚礁系统是维
系海域生态平衡， 尤其是近岸海
域生态稳定的重要资源。 一项新
研究显示， 在海洋生物保护中存
在 “偏见”， 受威胁最大的珊瑚
礁鱼类往往是那些科学家和公众
关注最少的物种。

这项研究由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研究员尼古拉·穆凯及其
领导的研究团队完成。 他们借助
大数据支持 ， 搜集了科学数据
库、 社交媒体和维基百科上珊瑚
礁鱼类网页的统计数据。 数据显

示， 2408种珊瑚礁鱼类在维基百
科上的浏览量累计超过 1700万
次， 但其中约50%的浏览量只集
中在7%的物种， 约20%的浏览量
集中在1%的物种 。 此外 ， 几乎
一 半 的 科 学 出 版 物 只 涉 及 了
被研究物种中的1%。 这项研究
近期已发表在美国 《科学进展》
杂志上。

研究人员表示， 该研究结果
发现科学界普遍更看重鱼类的商
业价值， 而非生态重要性； 普通
民众则主要受某些物种的美学特

征所影响。 某些珊瑚礁鱼类很少
受到公众和科学界关注， 却在珊
瑚礁的功能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以虾虎鱼科为例， 体形虽小， 却
在珊瑚礁的能量和物质传递中至
关重要。

研究人员警告说， 海洋生物
保护中的 “偏见” 直接威胁珊瑚
礁鱼类的保护， 必须将人类对生
物多样性的兴趣与保护生态系统
的需求结合起来。 他们还建议开
展宣传活动， 吸引公众关注濒危
和被忽视的物种。

历时两年修订！
义务教育统编教材“焕新”在哪？

新研究：海洋生物保护存在“偏见”

G3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完成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