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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网购，送货不再是问题
随着网购的流行，不少乡村居民也爱上

了这种消费方式。然而，由于乡村快递网点
覆盖率低，导致网购收货难，让乡村居民对网
购望而却步。乡村电子商务市场潜力巨大，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仍有不少快递企业开始
向乡村进军。近期，省、市邮政部门也分别出
台了相应的规划、措施，推进“快递下乡”，为
乡村居民网购创造便利。

本报记者 王蕾 通讯员 常治锋

“每次上网买东西，先要问清楚商家合作的快
递企业能否送货上门，而很多时候得到的是否定
答案。”家住新安县南李村镇的李玉明说，他经常
需要一些电子产品，必须跑到县城甚至是洛阳市
区的卖场才能买到。后来他尝试在网上找了几个
商家订购，但最终都因为与商家合作的快递企业
没有在南李村镇设置网点，无法配送商品而没能
购买成功。

汝阳县付店镇居民李丽娟说，镇上的快递网
点太少，她如果网购商品，只能到县城的快递网点
自取，因此一直期待镇上能设置多一些快递网点，
让网购更方便。

在网上经营服装生意多年的市民李鑫认
为，送货渠道不通畅已成为制约乡村网购市
场发展的瓶颈。尤其是今年以来，他的网店
经常接到国内各地乡村居民的购物咨询，但
由于部分地区快递企业无法投递，他只能放
弃订单。

“公司从2012年便开始在洛阳的部分乡镇设
置网点，后期乡镇网点的数量肯定还会增加，但设
置难度也会比较大。”洛阳韵达快递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林长青说，洛阳韵达已在全市88个乡镇设置
了快件收投网点，乡镇覆盖率达68%。业务量较
大的偃师市岳滩镇、顾县镇等每天收寄三四十件
包裹，与市区部分网点每收寄二三百件包裹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

林长青说，在有些乡镇迟迟没有布点，主要是
因为配送成本太高，企业很难承受。快递员在市
区收寄包裹时，可以骑着电动三轮车走街串巷，既
方便又省钱；可有些乡镇距离县城几十公里，快递
公司主要依靠大巴车将快递包裹从各地县城仓库
送到乡镇网点，如果收寄的件数太少，快递企业就
会亏本。因此，大多数快递企业都不提供乡、镇、
村上门收寄包裹服务。

也有业内人士说，在乡镇设置网点，建设成本
同样是很大一笔投入。根据乡镇所处地理位置不
同，花费高低也不等，如果一个乡镇网点要投入四
五万元，很多快递企业都会放弃。如果再到行政
村设置网点，难度会更大。

收货太难
乡村居民网购顾虑重重

尽管“快递下乡”面临重重困难，但它的便
捷与经济效益，也是有目共睹的。目前，从各乡
镇网点反馈的情况来看，我市乡村消费者网购
的商品主要为中高端品牌服装、化妆品、手机
等，这些商品在乡镇市场不易买到，而网购能满
足他们的需求。由此可以看出，“快递下乡”的
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乡村网民数量不断增加，使得网购市场有
了更多潜力可挖。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
布的《第 3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
1.78 亿人，较 2013 年年底增加 169 万人。其
实，近两年国内一些电商巨头已经开始抢占这
一市场。从去年开始到今年3月，京东商城就

在全国100多个乡镇设置了8000余幅墙面广
告。今年7月3日，阿里巴巴集团召开“县长大
会”，更是吹响了电商向乡村市场进军的号角。

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尽管目前我
市没有快递企业能够做到网点覆盖所有乡镇，
但各家企业“下乡”积极性非常高。

“快递下乡”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不仅
能有效解决快递企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
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带
动当地农民就业。今年6月25日，省邮政管理
局发布了《关于推进“快递下乡”工程的实施方
案（试行）》（简称《方案》），意在引导快递企业积
极“向下”发展。到明年年底，快递服务将覆盖
我市所有乡镇。

前景可观 着力打通乡村网购渠道

该负责人说，为了顺利实现“快递下乡”目
标，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市邮政管理部门已
出台相应措施。

按照省邮政管理局的要求，推动邮政与快
递企业建立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目前，我市
邮政EMS并没有在各乡镇单独设置网点，而是
与各乡镇邮政局（所）联合办理业务，如此一来
能节约不少网点设置成本。在邮政管理部门协
调下，如果民营快递企业与各乡镇邮政局（所）
合作代收代投快件，就能降低民营快递企业在
乡镇设置网点的成本。

除此之外，遍布乡村的供销社、村邮站、便
民超市、三农服务站也可以为快递企业设置
快件收投代办点，为农民群众提供快递服
务。以洛阳韵达为例，其目前的乡镇网点全
都是依托各乡镇的超市、便利店设置的收投
代办点。

对于不少快递企业关注的交通运输问题，

该负责人说，一方面邮政管理部门可以与交通
主管部门进行协调，利用交通场站、县乡班车等
交通运输资源，为快递企业提供网点设置和快
件运输服务，搭建城乡运输平台，逐步打造“快
递下乡”专线；另一方面，快递企业也可以发掘
相应资源，在乡镇内寻找合作伙伴联合开展业
务，解决运输难题。

为提高快递企业“下乡”积极性，市邮政管
理局还专门出台了相应政策，简化乡镇网点
设置手续。例如，村邮站、超市、便利店等若设
置快件收投代办点，其经营者只需持与快递企
业签订的合作协议、营业执照以及法人身份证
等证件原件、复印件，到市邮政管理局进行备案
登记即可开展业务，整个手续办理过程为1至3
个工作日。

如果快递企业直接在乡镇、村设置网点，则
需要到省邮政管理局办理相应注册登记手续，
一般可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

想方设法 打造“快递下乡”专线

明年年底，全市乡镇快递服务覆盖率将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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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方案》要求，我市邮政管理部门
制定了相应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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