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宁县位于我省东部，有“中国

苹果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发展，

“静宁苹果”品牌在国内叫得响、卖得

旺，还远销海外。

在静宁县邮政南关营业所，“不

一样的邮政”采访团一行看到营业员魏

芹、孙亚妮正在忙着为前来寄递苹果的

群众打包、打码。“邮政快递不仅费用便

宜，而且免费提供苹果包装箱。”静宁

县甘沟镇的段先生高兴地说。

位于静宁县南部的李店镇，是静

宁县苹果产业最大的一个乡镇。李

店镇下辖 19 个村 3942 户 9356 人，属

湿凉半干旱丘陵区，气候温和，光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宜于瓜果蔬菜

的种植。全镇苹果栽植面积达 1.8 万

亩，所产红富士苹果含糖高、耐贮藏，

深受客商的青睐。2003 年，该镇被

静宁县命名为“苹果生产十强乡镇”。

正值苹果邮寄的高峰时期，走进

李店镇邮政营业所，一箱箱静宁苹果

码放整齐，静静地等待着运往全国各

地。“近期，为了方便果农寄递苹果，

我 们 将 下 班 时 间 从 18 时 延 长 到 21

时，并且还为果农提供统一规格、美

观大方、质量可靠的苹果包装箱。去

年，我们所邮寄苹果 5 万多件。”李店

镇邮政营业所负责人张丽说。

“2019 年，我就与静宁邮政开始

合作，尝试寄递苹果。几年来，每到

苹果销售旺季，邮政人员都会到田间

地头帮我采摘装箱，提供打包寄递一

条龙服务。”静宁县李店镇店子村苹

果种植户李志斌说，“今年，邮政帮助

我销售了 12 亩红富士苹果，预计收

入可达 20 万元。”

“今年，静宁邮政为拓宽特色农

产品进城通道和工业品下乡通道，充

分发挥邮政电商平台优势，联合农业

合作社打造了一个‘静宁苹果’集团

级基地农产品项目，全年助农销售苹

果 500 万元。”中国邮政集团静宁县

分公司总经理马星汉表示，近年来，

静宁邮政健全完善三级物流配送体

系，邮运环节持续提速增效。为保障

苹果上市销售物流快速畅通，新开设

静宁—成都、平凉—北京、平凉—天

津 等 10 条 专 线 邮 路 ，发 往 北 京 、上

海、广州等地的邮件由 3.5 天提速至

2 天，年寄递苹果 30 余万件。

静宁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静宁

县万里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志

伟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静 宁 人 。 2009

年，他返乡创业，成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 发 展 农 业 产 业 ，企业也逐步成为

集富硒有机苹果研发、生产、贮藏、销

售为一体的农业科技型省级龙头企

业。十多年来，他专心做强静宁苹果

产业，创新果品运营模式，成为静宁

苹 果 产 业 链 上 的“ 领 头 雁 ”。 2020

年，王志伟被授予“甘肃省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当选甘肃省

劳动模范。

“携手同行十多年，从最初的几

箱苹果到现在的大宗寄递，邮政帮我

解决了从田间到餐桌的难题。以后，

我和邮政将加大前置仓和产地仓的

配合运营，构建“物流+产业数字化”

平 台 ，缩 小 服 务 半 径 ，提 升 运 营 效

能。”王志伟如是说。

静宁邮政以争做“乡村地区综合

服务提供商、普惠金融主力军、电子

商务发展主渠道、综合物流服务主导

者和公共服务重要参与者”为定位，

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提升农村寄

递 服 务 能 力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效 。 目

前，静宁邮政建成县级中心 1 个、镇

级中心 1 个，布局打造“一站多能”邮

政综合便民服务站 384 个，投递道段

334 条，建制村邮件投递汽车化率达

到 85% ，全 年 推 动 快 递 进 村 70 万

件。据静宁县邮政寄递物流共配中

心负责人张晚光介绍，静宁县寄递共

配中心主要承接静宁至兰州、平凉两

个路向进出口邮件的快速分拨及转

运处理，日处理量可达 1.2 万件。

静宁：助力“静宁苹果”走出去

静宁县甘沟镇段先生在邮政南关营业所邮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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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梁 镇 位 于 天 水 市 秦 州 区 北

山，区域面积 69.53 平方千米，下辖

20 个建制村。全镇樱桃、苹果种植

面 积 达 1.75 万 亩 ，占 全 区 果 品 产 业

的 40% 。 近 年 来 ，秦 州 邮 政 以“ 五

大 定 位 ”“ 六 大 抓 手 ”为 抓 手 ，在 全

区 范 围 内 择 优 选 建 站 点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 其 中 ，秦 州 区 邮 政 广 场 营 业

所与中梁镇龙凤村便民服务站的联

动成效最为显著。

2022 年，中梁镇 龙 凤 村 被 秦 州

区 邮 政 广 场 营 业 所 整 村 授 信 、整

村 开 发 ，打 造 了“ 网 点 + 站 点 ”模

式 。 该 模 式 以 金 融 网 点 为 圆 心 ，辐

射 式 建 立 站 点 ，在 农 村 市 场 拓 展 各

业 务 板 块 ，有 效 带 动 金 融 网 点 从 源

头 获 客 ，提 升 了 链 式 综 合 服 务 营 销

能 力 ，成 为 甘 肃 邮 政 创 新 发 展 的

“标杆”。

蒲 建 民 是 龙 凤 村 村 民 ，除 经 营

一 家 超 市 外 ，还 成 立 了 集 水 果 种

植、收 购 和 销 售 于 一 体 的 秦 州 区 亩

亩 优 种 植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 2021

年 ，秦 州 邮 政 与 该 社 以 自 有 订 单 、

资 费 打 折 、专 车 输 送 、商 店 消 费 券

等 权 益 为 切 入 点 开 展 合 作 ，逐 步 将

该社打造为邮政农产品基地和生态

站 点 ，实 现 了 协 同 发 展 。 据 统 计 ，

近 年 来 ，亩 亩 优 合 作 社 分 销 苹 果 累

计 金 额 达 150 万 元 ，分 销 樱 桃 累 计

金 额 达 864 万 元 。 今 年 ，亩 亩 优 合

作 社 组 织 引 流 发 卡 457 张 ，揽 储

750 多 万 元 。 据 蒲 建 民 介 绍 ，旺 季

的时候，日均供货量为樱桃 2100 多

箱、苹果达 2600 多箱。

秦州区祥瑞鑫果品种植农民专

业 合 作 社 ，比 亩 亩 优 合 作 社 早 一 年

引入与邮政的分销合作。今年通过

邮 银 惠 农 联 动 活 动 ，引 流 发 卡 189

张，揽储 320 多万元，旺季日均供货

量为樱桃 1800 箱、苹果 2400 箱。

在 三 级 物 流 体 系 建 设 中 ，中 梁

镇 成 立 了 镇 级 共 配 中 心 ，整 合 优 化

投 递 渠 道 ，建 立 便 民 服 务 站 20 个 。

同 时 镇 级 中 心 与 9 家 民 营 快 递 合

作，实施快递代投进村。在 2022 年

邮 银 联 动 中 ，中 梁 邮 政 所 通 过 代 收

代 投 和 站 点 金 融 活 动 实 现 双 向 引

流 ，为 秦 州 区 邮 政 广 场 营 业 所 揽 收

金融资产 1272 万元，客户存量资产

达到了 2812 万元，寄递收入同比增

长 59.23%。

秦州：全力打造“网点+站点”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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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肃邮政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及

自提点建设运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两中

心一站点”建设初具规模、“两优化一提升”效

能初见成效、“两通道一平台”初显作用，自提

点建设效果进步明显、应用效果提升明显、叠

加效果突破明显。

11 月下旬，由省内主流媒体组成的“不一

样的邮政”采访团，跟随邮车穿梭于平凉市的

崆峒区、静宁县，天水市的秦安县、秦州区等

地。在蜿蜒的山间邮路上，采访团见证了静

宁苹果、天水樱桃、天水花牛苹果、秦安蜜桃、

秦安花椒等一大批地标性农特产品，在邮政

助力下远销全国各地，为实现农户致富增收、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今 年 ，秦 安 邮 政 为 进 一 步 做 好

“快递进村”，方便村民收寄邮件，在

张河村村委会设立了邮政综合便民

服务站。该村支部书记、主任邵旦娃

兼任便民服务站负责人。

“张河村 211 户 900 人，种植苹

果 1060 亩，被邮政评为信用村。”邵

旦娃介绍说，“便民服务站的建立，极

大满足了村民的用邮需求，。邮政投

递员将快件及时送至便民服务站，村

民可随到随取。每到苹果成熟季节

时 ，邮 政 投 递 员 还 提 供 上 门 收 寄 服

务，村民再不用坐客车去镇上寄递，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4 年 来 邮 政 帮 了 我 很 多 ，我 很

感激。”种植苹果 20 年的张河村村民

王 永 胜 ，是 该 村 第 一 个 邮 政 贷 款

户。“今年，因扩增苹果种植面积，需

买化肥等农资，但资金短缺，邮政推

荐 了 产 业 贷 放 款 10 万 元 ，手 续 简

便、方便快捷，解了我燃眉之急。”王

永胜说。

郭嘉镇位于秦安县西北部，距县

城 20 公里，下辖 35 个建制村 10733

户 37408 人，是全县苹果、花椒的主

产区。2020 年以来，该镇近两成群

众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其中

200 多户农民完全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果品，推动了当地物流运输业、仓

储业的快速发展。

郭嘉镇邮政营业所负责投递的

35 个建制村，每年进口包裹超 12 万

件，业务旺季时日均进口逾 370 件，

周五班投递频次已达 90%。该营业

所负责人李潇说：“今年，我们已寄递

苹果 5 万件，助农销售苹果 35 万公

斤 。 目 前 ，我 们 所 已 评 定 4 个 信 用

村，为合作社和农户年发放融资贷款

200 余万元。”据李潇介绍，今后，该

所将继续打造特色化、个性化、差异

化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平台，全力支

持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邮政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的建设，解决了农特产品的末端投递

问题。秦安蜜桃就是靠快递发展起

来的，快递业给当地果农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郭嘉镇党委书记庞旭东说。

2022 年，郭嘉镇创新发展模式，

自建 500 平方米的电商直播基地，销

售当地农户种植的秦安苹果、花椒、

蜜桃、白脆瓜等农特产品，交易额逾

160 万元。“基地建成后，我们就与邮

政沟通设立了快递服务站，既为基地

提供了便利，也能为周边群众提供快

递寄存、取件服务。”郭嘉镇人大副主

席、郭嘉镇电商直播基地负责人赵淑

娟说，“今年 10 月份，秦安花椒芽酱

这一单品就发货 1200 件。”

中国邮政集团秦安县分公司副

总 经 理 张 芳 弟 表 示 ，秦 安 邮 政 借 助

三 级 物 流 体 系 建 设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

通 过 邮 政 和 邮 储 银 行 特 有 的 商 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生态解

决 了 农 户 融 资 难 、销 售 难 、物 流 难

“三难”问题。目前，秦安县三级农

村物流节点网络与服务体系已初步

成型，建成县级寄递物流共配中心 1

个、农村物流配送中心 4 个、配送站

17 个、农村物流服务点（村级电商服

务站）420 个。同时，还配置了全自

动分拣设备，每小时可以分拣快递 1

万余件。

秦安：为果农插上腾飞的翅膀

学生正在“青春驿站”时光邮局内扫码取件。

平凉邮政新推出的“三味臻果、果真不凡”限量999箱。品尝“静宁苹果”免费游崆峒山。

秦安县郭嘉镇电商直播基地负责人赵淑娟在基地内介绍花椒。

“利用课后的空闲时间来取件，不耽误学习。完成扫

描即可取件，十分方便快捷。”11月 21日下午，平凉市职业

技术学院的一名女生在学校“青春驿站”收取快递时说。

据正在为学生取件的工作人员刘佳奇介绍，“青春

驿站”每天下午邮件量能有 2500 余件，比他之前工作的

另一地方揽投部邮件量翻了一番。

今年 3 月，平凉邮政与平凉市职业技术学院联手打

造了“青春驿站”时光邮局，以“市场化运营、高质量融合

发展”的经营理念，建设“一站式”综合快递平台。该

邮局占地面积约 350 平方米，统一接收并投递极兔、申

通、韵达、圆通、中通 5 家民营快递公司的邮件。“青春

驿站”开业时，刘佳奇从崆峒区工业园区揽投部调入，

负责校内邮件的集中运输、配送、自取、揽收等各项寄

递服务工作。

打造平凉市职业技术学院“青春驿站”时光邮局，是

平凉邮政与高职院校合作的一个缩影。

“校园邮局作为邮校共建发展的一种新模式，不仅

为在校学生提供了实习平台，而且为困难学生提供了勤

工助学的岗位，在彰显校园文化特色、创新邮政经营理

念的同时，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取件服务。”中

国邮政集团平凉市崆峒区分公司王小虎说。

“两年来，平凉邮政积极配合当地民营快递公司，寻

求发展机遇、创新合作模式，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的可观成效，连续两年超额完成全年计划任务。”中国邮

政集团平凉市分公司总经理颜东亮介绍说，“平凉邮政

与平凉市职业技术学院将邮政文化与校园资源要素紧

密融合，积极在人才培养、学生实习实训、勤工助学等方

面建立长效机制，为广大师生搭建了一个教学与实践、

文化与体验、创作与展示的互动平台。”

崆峒：探索邮校共建新模式

邮车行驶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