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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松阳县积极打造具有山

区县特色的“客货邮融合”农村物流运

作模式，实现快递进村、山货进城、就

业富民。入选全省农村“客货邮融合”

五星级样板县、全国第三批城乡交通

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

聚集资源要素，打造系统集成的

“智治招牌”。一是政策引领，健全长

效机制。出台《松阳县推进农村物流

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专项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引导城乡

公交与农村物流资源集约整合、多业

态服务融合,畅通农产品出村和工业

品下乡双向流通渠道。二是资金整

合，夯实体系基础。建立“政府牵头、

部门推进、国企主导、民企参与”的推

进模式，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村物流配

送网络体系、运输服务站点等建设给

予资金补助。2023 年以来，松阳县统

筹安排2400余万元资金，用于县域农

村物流共配中心、客货邮综合应用平

台、客货邮运输服务站（点）提升改造

建设。三是智慧服务，打造数字场

景。建立客货邮综合应用服务平台，

统一规范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信息

服务等，接入省“四好农村路”客货邮

数字化场景，整合配送信息，优化配

送线路、配送流程，有效提高物流服务

水平。

聚焦以点带面，打造高效运行的

“共治招牌”。一是一网多用，配送体

系高效串联。以县域物流共配中心为

主，辐射各乡镇，融合乡镇客货运站、

农旅景区等服务载体，构建起县、乡、

村三级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已建成运

营县农村物流共配中心1个、运营客货

邮融合运输服务站16个、“一点多能”

服务站70个，“四好农村路”农村物流

服务点 104 个，实现农村客货邮合作

线路乡镇全覆盖。二是业态融合，农

村快递高效流转。推动客货邮服务

站点功能延伸，叠加拓展便民服务、

农村金融、农产品代销等服务业态，

偏远乡镇实现当日下单、次日送达。

目前，全县日均进村货物及快递量达

9000 余件，生鲜果蔬日均 6000 余件。

三是多站合一，乡村资源高效整合。

利用农村客运站、村委会大楼等资

源，转换为客货邮站点，推进快递寄

递、通信运营、社区电商等多业态的

服务资源融合。

聚力强村富民，打造多元服务的

“特色招牌”。一是产业叠加，打造特

色产业物流体系。定制农村电商物流

班线，打通茶商上午收茶、下午包装、

晚上发车“绿色通道”，70%以上的客货

邮站点根据茶产业和电商发展区位设

立，实现对茶叶、油茶、香榧等农业支

柱产业区域的物流覆盖。二是交邮融

合，提高农村物流配送效率。统筹城

乡公交、村村通班车、城乡物流公司、

邮政运力资源及加盟商，提高农村物

流配送效率，形成设施共用、线路共

用、车辆共用、人员共用的模式，有效

降低末端配送成本。三是促农增收，

全面推行“农村团长制”。打造“一乡

（镇）一品”客货邮农副产品货运专线，

将“美团”“多多买菜”等电商社区采购

服务延伸至服务站点，将农村物流服

务点运营主体发展成为“团长”，通过

“团长制”拓宽农村消费市场，带动农

户增收。

成效一：“点+线+面”体系建设提

升标准化水平。构建以县级物流配送

中心为枢纽、乡镇客货邮运输服务站

为支点、村级物流服务点为依托的三

级物流服务网络，全面联结县、乡、村

服务站点，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实现行

政村全覆盖，打造客货邮融合运输路

线31条。打造“客货邮”数字化场景应

用，有效提升县、乡、村三级物流标准

化、信息化水平，偏远山区货物配送时

间平均缩短50%以上。

成效二：“客+货+邮”深度融合实

现降本增效。创新运营模式，协调整

合客运、邮政、快递、无人机等多种运

力资源，山区乡镇实现当日下单、次日

送达。2024 年，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

1300 余万元，为乡镇强村公司和村集

体增收450余万元。依托“一点多能”

服务网点，叠加金融服务、商品代购、

医药配送等增值服务，每日城乡公交、

班线客车带货1万余件，节约综合成本

40%，平均快递费降低 50%。将“客货

邮”模式融入全域旅游发展，构建覆盖

全域景区的“大巴车+小中巴+电动汽

车+电瓶车+自行车”交通换乘体系，客

运企业月均增收5000元。

成效三：“政+企+社”紧密协作增

强活力。韵达、中通等10家快递企业

入驻县级农村物流共配中心，有效整

合物流服务主体县级经营权，日均出

港快递达4万件。此外，创新“农村团

长制”电商购物模式，助力“快递进村、

山货进城、就业富民”。目前已出台支

持创业创新政策 20 余项，累计吸引

5000多名年轻人返乡创业，7个乡镇、

25个村入选省电商镇（村）；累计发展

“团长”200余人，实现人均月增收800

元以上，为农村居民提供就业岗位40

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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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

明确提出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建设农业强

国的总要求。从 20 余年的实践发展

看，推进和美乡村建设需把握好整治

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用好本土人

才、协同多元主体和加强党的建设等

五个维度。

整治人居环境是前提。美好的农

村人居环境不仅让生活居住变得更加

舒适，也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奠定了

基础。整治人居环境既要恢复乡村自

然之美，也要赋予乡村人文之美，二者

要相得益彰。恢复乡村自然之美，要

一体推进村内房屋、道路、污水、垃圾

等治理，通过修缮老旧房屋、整修村内

道路、改造水电设施、实行垃圾分类、

建设共有菜园、划定房前屋后小花园、

圈定畜禽养殖区等方式，解决好房屋

乱建、垃圾乱丢、水管乱接、电线乱拉、

污水乱排、花草乱种、禽畜乱养等问

题，让遮蔽的自然风光得以显露，使乡

村面貌变得干净、整洁、有序。赋予乡

村人文之美，要充分挖掘祠堂、庙宇、

桥梁等一些独特建筑和风土民俗、故

事传说所承载的文化底蕴，通过整修

文化礼堂、建设乡村图书馆、乡村展览

馆等方式打造文化地标，在举办各种

民俗活动、乡村才艺展等活动中让文

化“活起来”“动起来”，引导村民爱护

环境、文明守礼，提升村民文化素质。

发展特色产业是根本。乡村特色

产业是带动村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

关键。一要深挖资源禀赋。每个村的

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地、山林、水等

自然资源以及人口、民俗风情、文化传

统等社会资源各不相同，这些构成了一

个村的资源禀赋，在发展种植业、养殖

业、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等特色产业

时，充分利用好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

二要找准市场定位。在深挖资源禀赋

的基础上，再确定做什么样的特色产

业，既能满足市场需求，又能发挥资源

禀赋优势，将市场需求与村里所长结合

起来。找准市场定位就是找准产品、服

务等的受众群体以及使其乐于接受的

营销策略。三要促进农民增收。农民

增收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产

业发展过程中要通过合作经营、土地流

转、资金入股等多种方式让农民参与其

中，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用好本土人才是关键。和美乡村

建设包括规划设计、环境整治、产业发

展、运营管理等多个方面，离不开各类

人才支撑。以当地能人、大学生为代

表的本土人才，往往有着强烈的桑梓

之情，更能以主人翁姿态参与乡村建

设。要用好当地能人。当地能人大多

是在外经商或从事其他事业的人士，

拥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可

以通过邀请其回村投资项目、聘请其

担任顾问、定期召开议事大会等方式，

寻求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

的支持。要用好当地大学生。可以聘

请他们担任宣传员，邀请他们回村开

展社会实践，支持他们在村里就业创

业，让其为家乡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多元协同是核心。和美乡村建设

需要多元协同、多条战线联动、多个层

级推进，核心是多元协同，要协同好政

府、企业、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汇聚

建设合力。首先是政府。政府起着引

导和定向作用，体现在有关政策制定、

专项资金投入、专门人才培训等多个

方面，特别是政府出台的政策决定着

和美乡村建设的方向和力度。其次是

企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需要吸纳广

大企业参与，特别是涉农企业。企业

不仅可以提供项目资金、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而且还能提供职业经理人、

乡村营销员等专业人才，从资金、技

术、管理、人才等多个层面助力和美乡

村建设。最后是村“两委”。无论是人

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建设项目

推进，还是维护社会稳定，村“两委”起

着主导作用。因此，村“两委”要着力

打造自然环境优美的“硬件”环境和社

会环境和谐的“软件”环境。

加强党的建设是保障。农村基层

党组织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核心力

量，要加强建设，使之成为坚强堡垒和

有力基石。一是加强政治建设。开阔

工作思路、汲取精神养分、把握正确方

向。同时，贯彻落实好上级部门的各

项政策部署，确保举措得力。二是加

强组织建设。要选优配强党组织书

记。选聘有为民服务的情怀、公道正

派的作风、深受群众信赖的党员担任

党组织书记，更好地带动村里发展。

三是加强作风建设。和美乡村建设少

不了政府或企业的项目投资，村党组

织在加强财务管理制度建设的同时，

必须加强作风建设，绷紧纪律之弦，确

保和美乡村建设风清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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