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村 里 有 了 快 递 点 ”
□记者 赵雪 刘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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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件民生实事之一·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提质工程——

“ 幸 福 晚 年 更 憧 憬 ”
□记者 陶登肖

16 件民生实事之二·城镇社区幸福养老提速工程——

“您好，帮我拿下快递……”3月6
日，在新绛县三泉镇南社村邮政快递服
务点，工作人员王爱玉熟练地取件、扫
码、出库，村民有序取走自己的快递。

“以前下班回了家收到取件通知，想
拿快递还得骑车到城里跑一趟，要么就
是攒着等快递多了一次都拿上。现在村
里有了快递点，取寄都方便多了，买啥回
来都挺快。”村民李女士说。

小包裹关系大民生。为打通农村物
流“最后一公里”，方便农村居民寄递快
件，近年来，我市聚焦“一年通服务、两年
提能力”的总体要求，建立健全“市级负
责、县级落实”的工作机制，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补贴效益，深入开
展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提质工程，
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广大村民
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王爱玉经营着一家茶叶店，她在店
旁设立了邮政快递服务点，成为村级邮
快驿站之一。“目前每周可以接收来自全
国各地的几十单快递，每单快递由邮政
部门补贴几毛钱。”王爱玉介绍。

该快递点只是广大农村快递网点的
缩影之一。据《2023年度运城市邮政普
遍服务监管报告》显示，2023年邮政公司
累计建成县级中心 3 个、乡镇中心 3 个、
村级站点 1908 处；县级供配中心 3 处。
全市 2172 个行政村中 1762 个村实现邮
快合作，邮快合作建制村占比81.1%。不
断下沉的快递网络体系，让越来越多市

民享受到便捷的快递服务，极大释放了
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

农村消费“活起来”，农副产品也要
“送出来”。走入临猗县北辛乡，农村电
子商务服务站、果业货运部、代购代销点
及各种快递驿站随处可见，一个小乡镇
能承载如此多的物流寄递网点，离不开
周边的“致富果”。

分拣苹果、机器扫描、打包装箱……
3月7日一早，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内一派繁忙景象。“临猗苹
果性价比很高，深受市场欢迎。得益于
乡村e镇的建设和发展，我们通过电商销
售扩大市场，经营效率和销量都大大提
升。”该合作社理事长赵学升说。

顺丰快递员赵伦告诉记者，针对我
市的果品资源优势，他们公司专门成立
了水果项目部，积极对接农业合作社和
仓储商等，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
里”。随着订单量的增多，每笔订单价格
也会下降。

“苹果、梨、柿子、葡萄等消费者青睐
的各种应季水果，都可以通过电商平台
销售，快速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我们的
合作伙伴有顺丰和邮政，结合客户需求
和时效性进行选择。”赵学升介绍，“正常
情况下每天能发出6万单。根据县里政
策，销售农副产品还能领取补助资金，帮
助降低物流成本。同时，订单越多，一些
快递企业也会更加优惠。”

分拣包装车间内，包装工人手脚麻利

地进行分拣、装箱；仓库旁，一辆辆装满应
季水果的物流配送车，等待输送；电商运
营中心，一份份订单跳出，工作人员与客
户积极交流。此外，合作社还配备了冷藏
中心、恒温果库，确保“鲜藏鲜运”。

据了解，2023 年我市新建 3 个县级
仓配中心、27个乡镇综合服务站、241个
行政村便民服务点。市商务局统筹协调
指导各县（市、区）积极申报农村寄递物
流补贴，共对约825万笔订单补贴825余
万元。这一年，农村快递物流的服务质

效不断提升，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村镇发
展活力也被逐步激发。

垣曲县皋陶乡村 e 镇、稷山县乡村
e 镇、夏县南大里乡“夏鲜 e 镇”、万荣
县汉薛镇乡村 e 镇……通过“小快递”，
更多的农产品顺利进城，“果香”不再怕
巷子深。同时，直播、采购、包装、销售、
售后……一条条完整的产业链，不断孵
化出新的业态，为周边村民提供丰富的
岗位。广大村民搭上电商“快车”，走出
一条条致富新路。

棋牌室、阅览室、活动室等一应俱
全，康复训练厅、理发洗浴室、健康评估
室等所有场地和功能分区均按照适老化
的标准进行打造。老年人在家门口吃到
美味实惠的一日三餐，闲时和老友聚会
聊天、打牌听戏，身体不舒服了可以就近
理疗，有突发状况可以及时享受医疗资
源……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这是很多老年人理想的幸福养老生活。

去年，城镇社区幸福养老提速工程
被列入省、市民生实事清单。根据省民
政厅下达的建设任务，我市2023年完成
了11个建设任务，现均投入运营或试运
营。位于新绛县龙湖社区的国裕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就是11个城镇社区幸福养老
提速工程项目之一，也是我市今年首批
建成运营的社区居家养老项目。该项目
总面积约 2000 平方米，投资 800 万元，
属于市场主体投资开办的养老项目。

“这里环境好，饭菜都是家常便饭，
干净卫生、价格实惠、老年人吃着也健
康 ，一 个 人 一 天 20 块 钱 就 能 吃 得 舒
服。”许淑云说，她母亲就在国裕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该中心的环境、伙食都没
得说。

该中心的餐厅还向社区及周边群众
开放，每到饭点，大家便陆陆续续过来吃

饭，一顿中午饭12.9元包含了三菜一汤、
一肉两素。负责人南楠告诉记者，每天
有 200 多人在这里用餐，基本都是来自
附近的居民，很多人还办了月卡。同时，
社区长者餐厅还提供上门送餐服务，方
便一些出行不便的老年人。

同为我市今年社区幸福养老提速工
程项目的闻喜县东镇路北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于 2023 年 11 月底建成并投入
试运营，建筑面积1477平方米，5层的建
筑按照标准融合了长短期托养、日间照
料、老人餐厅、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和“六
助”（助餐、助医、助浴、助行、助急、助洁）
等服务功能。

东镇路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试
运营后，每天都有老年人的子女前来咨

询。来自路北社区73岁的居民董福东就
是其中一个。“我家离得不远，也有和老
伴一起在社区里养老的想法，所以一直
特别关注路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得知中心开始试运营，我有空就过来看
看。试营业以来，我和老伴在这里吃了
几顿饭，总体感觉很不错，也亲身体会到
这里的温馨和舒适。”董福东说，这让他
对“家门口”的幸福晚年生活更加憧憬。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好此项民生实
事，市民政局提前谋划，于2023年2月下
发《运城市2023年城镇社区幸福养老提
速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了建设任务、进
度安排等；6月，我市向各县（市、区）下发
了《关于下达全市2023年城镇社区幸福
养老提速工程建设任务的通知》，对此项
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本着“就
近便利、方便老人”的原则，市民政局严
把项目入口关、选址关，并逐一对选址进
行实地查验。此外，省级按照每平方米
700元的标准在2023年5月下拨了补助
资金936万元，我市按照不低于省级700
元的标准，由市、县分级负担，6月下拨市
级奖补资金365万元，6月底县级配套资
金全部落实到位。项目资金足额落实、
项目建设周汇报及督导检查等，都保障
了此项民生实事项目的顺利实施。

▲芮城县风陵渡开发区新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人流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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