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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

慢。”这句话来自木心先生创作的诗歌

《从前慢》，引得人们对从前“慢时光”的

怀恋。但若说能时光倒流回到那时候，

人们却是万般不情愿的。几十年的阔步

发展，让“快时光”成为了更多人的最佳

选择。邮政快递业也在历史的激流勇进

中飞速发展，实效由慢至快，为人民群众

传递更美好的幸福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邮政快递业

的发展勾勒出一条奋发向上的曲线，绘

就了一幅促进消费、服务生产的美丽图

景。快递业作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推动提升流通效率、降低物流

成本的前沿阵地。

2024 年以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密

切关注人民群众在邮政领域的急难愁盼

问题，邮政快递业积极发挥作为现代物

流的先导和引领作用，更贴近民生实事，

不断取得新成绩、迈上新台阶，较好满足

了人民群众的用邮需求。

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乡村，

快递服务的触角无处不在，其便捷性成

为连接各行各业的温暖纽带。2024 年 1

至 10 月，我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

16815.45 万件，同比增长 6.15%。其中，

快递业务量完成 2440.51 万件，同比增长

25.86%，业务收入完成 5.92 亿元，同比增

长 27.22%。2024 年 1 至 10 月，同城快递

业 务 量 完 成 844.4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50.36%；异地业务量完成 1577.14 万件，

同比增长 14.50%；国际/港澳台业务量累

计完成 18.97万件，同比增长 13230.57%。

织密网络体系 快递送达家门

2024 年 8 月，拉萨市林周县三级物

流体系建设编入国家邮政局《农村寄递

物流体系建设工作典型案例选编》，成为

我区首例入选案例。

走 进 林 周 县 强 嘎 乡 曲 嘎 强 村 村 级

电商综合服务站，从县里分派的包裹垒

在 一 处 ，时 不 时 就 有 人 专 门 过 来 取 包

裹，村民丹增告诉记者：“自从村级电商

综合服务站投入使用后，‘网上买东西

却送不到家门口’的顾虑彻底被打消。

现在在网络平台输入关键词，检索出来

的东西琳琅满目，在家动动手指头就能

买了。”

快递服务“下乡”“进村”，激活了农

村电商。林周县通过构建“网点+站点”

的发展模式，持续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

的流通渠道，在促进农村消费升级和农

民群众增收致富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林周县已建成政策措施到位、协同机制

完善的“快递进村示范点”，快递服务网

络覆盖率达 100%，真正实现了快递服务

无死角、全覆盖，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

了坚实基础。

小小的快递，连接畅通供需两端，在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便利群众生活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区在“十四

五”期间的邮政寄递工程建设项目有 15

个业务综合楼和 10 个仓储中心，60 个普

遍服务网点改造正在有序推进。2024 年

出台的《西藏自治区关于推动农村流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使我区农村寄

递物流发展的政策体系日渐完善，为打

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作出了贡献。

2024 年以来，山南市加查县也将“快

递进村难”提上议事日程，利用邮政公司

“点多面广、投递到村”优势，不断整合邮

政下乡业务、配送车辆、配送人员等资

源，建立健全前端收集、中端分拨、末端

配送等物流体系，有效降低了民营快递

下乡配送成本，确保快递市场在乡村规

范运行。

“我们的核桃、虫草等农特产品，可

以通过快递公司及时发货出去，送到全

国各地消费者手中，非常方便。”加查县

拉绥乡滚追巴村村民次央说。每一辆穿

梭于乡村道路上的快递车，都承载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高效、便捷、快速

的“用邮”愿景正加速变成美好现实。

服务乡村社区 质量持续巩固

“快递带来的变化太大了。”谈到快

递带给生活的变化，林芝市墨脱县群众

多吉次仁打开了话匣子，并打开了手机

网购记录。“待收货”一栏显示有 23 件包

裹正在派送，单个点开粗略统计后，一半

以上都显示“免运费”，而需要运费的最

高是 15元。“以前，邮费高到离谱，但现在

不同了，包邮的产品越来越多。我经常

网购，从帽子、手套，到煮蛋器、榨汁机，

一般一周内就能送达。”

墨 脱 县 是 全 国 最 后 一 个 通 公 路 的

县城，随着发展基础不断夯实，邮车时

效由当日出发次日到达提速至当日出

发当日到达，邮政普遍服务的触角延伸

到了墨脱群众的身边。墨脱邮政已实

现抵边自然村通邮，打通了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

就能收寄快递。

“小包裹”折射“大民生”。时效快了，

费用降了，这一快一降，体现出邮政快递

业飞速发展的轨迹，也映射出邮政快递业

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分量愈发重了。

2024 年 4 月，天上西藏主题邮局在

珠峰大本营设点启动运营，令游客们耳

目一新。在这里，游客可以买到珠峰主

题明信片、邮票和特色邮品，盖上充满特

色 的 邮 戳 ，把 美 好 的 祝 福 寄 给 亲 朋 好

友。“我一直对西藏满怀憧憬，这次是专

门过来欣赏雪山的。看到这边有纪念

站，打算买一些纪念品寄回家，让家人也

感受一下西藏的美丽。”游客陈先生一边

选购明信片一边说道。

珠峰主题邮局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

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示范案例，持

续发挥主题邮局“以邮彰文、以邮促旅、

以邮惠民”作用。

近年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大力推

动邮政快递行业基础设施和末端服务体

系建设，邮政普遍服务质量持续巩固，全

区农村邮路汽车化率提至 97%，邮件时

限平均提速 1 至 2 天，2057 个建制村提升

为每周投递 5 次，90 个建制村提升为逐

日投递。同时，通过整合资源，优化邮路

组织，全区 24 个县（区）实现党报党刊当

日见报，其余县（区）基本实现三日见报，

成效日益凸显。

强化日常监管 创新助力发展

科技赋能、创新驱动为邮政快递业

插上腾飞的翅膀。

2024 年，林芝市邮政管理局联合顺

丰快递在山林间进行了无人机试点飞

行，用于运输当地特色产品松茸。随着

无人机来回穿梭于山上和山脚平地之

间，一箱又一箱新鲜的松茸平稳落地，村

民取出箱内刚采摘的松茸，拿到一旁的

快递揽收点往全国各地寄出。

村民白玛说：“通过发送定位，我们

把山林间刚采摘的松茸放进无人机，运

到山脚下，不用再靠人力一趟一趟往回

运了，也能采到更多松茸，省了很多力

气。”无人机的参与，让松茸的采摘量得

到显著提升，不断助力乡村振兴。

快递无人机、快递智能柜的逐步应

用，以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深度融

合，进一步提升了快递物流的运输效率

和服务质量，这些创新应用大幅度缩减

了末端派送时长，提高了快递服务效率，

帮助人们的生活实现更多可能。

目前，快递无人车已在拉萨、林芝试

用，行业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持

续扩大。

2024 年以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坚

持“四不两直”原则，以“日常+专项+联

合交叉”检查方式，强化邮政普遍服务

监督检查，出台了《快递企业西藏区域

总部管理办法》，落实西藏区域总部企

业对所属快递网络的统一管理责任，不

断强化快递企业监管，全区系统累计出

检 2123 人次。

此外，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全区邮政快递业消费者申诉处理

专题培训，加大对寄递企业申诉处理工

作和联动案件的处理指导，2024 年 1 至

10 月，已处理有效申诉 972 件，为用户挽

回经济损失 20万元。同时积极开展西藏

农特产品寄递追溯和收寄验视监管信息

化项目前期工作，以“新”促新、以“智”提

质，不断优化行业发展方式和路径，我区

邮政快递业以蓬勃向上的昂扬姿态进入

发展“快车道”。

在平凡中坚守，在坚守中绽放。未

来，邮政快递业将更加高效、更加智能，

“快递自由”正挥手走来。

为美好生活赋能加“邮”
—我区邮政快递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桑邓旺姆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桑邓旺姆）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交通运输部、国

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

政局、国铁集团联合公布全国第二批

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示范案例，

日喀则天上西藏主题邮局珠峰店（简

称“珠峰主题邮局”）成功入选。

据了解，珠峰主题邮局位于日

喀则市定日县珠峰大本营核心区，

海拔 5200 米，作为全球海拔最高的

邮局，依托邮政自身资源优势，每年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万游客提供

邮件收寄、包裹投递、邮资明信片、

纪念邮戳和文旅创意产品等特色邮

政服务，充分发挥“以邮彰文、以邮

促旅、以邮惠民”作用，擦亮日喀则

“珠峰之乡”世界名片，助力西藏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是邮政行业与

旅游融合发展的典范。

珠峰主题邮局外观像一座重峦

叠嶂的山峰，与珠穆朗玛峰遥相呼

应。内部规划设计也与科技、文化

等元素有机结合，不仅设立了纪念

邮品展示区、影视播放区、邮政服务

自助区、休息区，还积极融入乡村振

兴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设置了地

方特产和民族文化展示区，向国内

外游客展示日喀则独具特色的文化

魅力。

据悉，本次六部门共同遴选出

第二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示

范案例共 68个，西藏自治区共有 2个

案例入选，分别是珠峰主题邮局和

墨脱自然驿站。

珠峰主题邮局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

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示范案例

本报阿里电（记 者 桑邓旺姆）

为进一步加强寄递渠道禁毒管理，

提 升 全 地 区 邮 政 快 递 从 业 人 员 的

禁毒意识和防范能力，确保行业安

全 健 康 发 展 ，近 日 ，阿 里 地 区 邮 政

管 理 局 联 合 地 区 禁 毒 办 组 织 举 办

了 禁 毒 知 识 讲 座 。 阿 里 地 区 邮 政

企业和 6 家快递公司负责人及其营

业人员参加。

讲 座 通 过“ 理 论 讲 解 +实 地 参

观”的方式进行。授课老师系统讲

解了禁毒工作要求、法律法规及毒

品的危害等知识，特别针对毒品包

装样式、寄递形式以及收派件时的

甄别方法进行深入细致地讲解，同

时 带 领 全 体 学 员 实 地 参 观 禁 毒 教

育基地。通过此次培训，邮政快递

业 从 业 人 员 对 禁 毒 工 作 有 了 更 深

的认识。下一步，阿里地区邮政管

理局将继续加大禁毒宣传力度，提

高 全 地 区 邮 政 快 递 业 从 业 人 员 禁

毒意识，不断增强识毒辨毒查毒能

力，确保将涉毒物品拦截在寄递渠

道之外。

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联合地区禁毒办

举办禁毒知识讲座

本报那曲电（记者 桑邓旺姆）近

日，那曲市邮政管理局联合那曲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

共青团那曲市委员会举办了那曲市

第一届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本

次竞赛吸引了 30 名邮政行业精英参

与，成为展现行业风采与专业能力

的重要舞台。

竞 赛 涵 盖 多 个 邮 政 业 务 技 能

项 目 ，包 括 多 物 品 收 寄 、总 包 接 收

处 理 、快 件 安 检 三 个 项 目 。 赛 场

上，选手们全神贯注、争分夺秒，以

娴熟的手法和敏捷的思维，展现出

精 湛 的 技 艺 水 平 。 无 论 是 包 裹 的

规范处理，还是信息的快速准确录

入 ，面 对 每 个 环 节 选 手 都 精 益 求

精，彰显出平时训练有素和对业务

的深刻理解。

此次竞赛不仅是对邮政从业者

技能的一次大考验，更是助力邮政

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通

过比赛，不仅激发了从业者提升自

身技能的热情，营造行业内“比学赶

超”的良好氛围，同时也为选拔优秀

人才、提升服务质量奠定了坚实基

础，有助于推动邮政快递业向着更

高效、更优质的方向迈进，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对邮政服务的需要。

那曲市邮政管理局

举办第一届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阿里电（记者 桑邓旺姆）为

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

就业群体等领域建立妇联组织的力

度，近日，阿里地区邮政快递业妇女

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采用

差额选举的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并召开

了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

生了主席、副主席。新当选的妇联

主席叶新明代表全体委员向大会作

了表态发言。邮政快递业妇女联合

会的成立，是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

继推动成立快递企业工会、快递行

业党委之后，又一项关心关爱快递

员群体的具体举措，为维护全地区

快递行业女性从业者的合法权益提

供了组织保障。

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阿里地区邮政管理

局将充分发挥行业统建妇联优势，

加强行业妇女的政治引领力，倾听

行业女性需求，团结凝聚行业女性

智慧，努力营造尊重和关爱行业女

性、有利于行业女性全面发展的社

会环境，汇聚起永远跟党走、奋进新

征程的巾帼力量，助推阿里地区邮

政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

汇聚巾帼力量

阿里地区邮政快递业妇女联合会成立

本报狮泉河电（记 者 达珍 洛桑旦

增）近日，记者从阿里地区举行的噶尔县

以“六大战略”为引领推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4 年以

来，噶尔县在“六大战略”思路举措的引

领下，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

务，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抓经济、

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防风险、保稳

定，经济社会呈现稳步增长、质效双升的

良好局面。

2024 年上半年，噶尔县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17.45 亿元，增速 6.4%；固定资产

投资 6.39 亿元，同比增长 76.4%；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7.66 亿元，同比增长 8.2%；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别为 3946.33 万元、

6.0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0.61%、6.55%；

税收收入 4538万元，同比增长 63.06%；新

增市场主体 366 户，注册资金达 60.12 亿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537 元，

同比增长 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7466 元，同比增长 8.5%，噶尔县主要

经济指标取得新突破。

噶尔县坚持将项目建设、招商引资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立足县域

资源禀赋和对口援藏优势，实施计划内

重点项目 33 个，完成投资 2.55 亿元；新增

计划外重点项目 8 个，完成投资 1.18 亿

元；固定资产入库完成投资 16.38 亿元；

招商引资项目入库完成投资 3.14 亿元，

完成年度任务的 104.67%。尤其是道路

交通、商贸物流领域项目建设成效显著，

古格时代广场、藏羚羊商业综合体正式

开工，共享单车在狮泉河镇城区投入运

营，屠宰场开始试营业；产业园区招引企

业 13 家，总投资规模达 2.53 亿元；G4218

雅叶高速分支加快建设；三乡内外贸一

体化商贸中心项目已完工，正在组织验

收；景观大道沙子达坂至昆莎机场段、狮

泉河农牧产品交易中心、现代农业产业

园（二期）项目主体已完工。

噶尔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激活产业发展动能。加快农牧业转型步

伐 ，2024 年 上 半 年 牲 畜 存 栏 12.93 万 头

（只），同 比 增 长 2.04% ，出 栏 0.35 万 头

（只），同比增长 16.76%，新生仔畜 3.15 万

头（只）；畜禽产品产量 566.95 吨，同比增

长 15.39% ；种 植 蔬 菜 瓜 果 及 食 用 菌

492.62 亩 ，产 量 463.68 吨 ，同 比 增 长

3.9%。大力推广“企业+合作社”模式，

“一村一品一特色”产业布局基本形成，

左左乡反季出栏成效显著，线上线下销

售胴体羊 140 只，创收近 24 万元。文旅

产业发展火热，扎西岗乡“一日游”精品

旅游路线已开通，那木如温泉进入筹备

开业阶段，加木村红柳湿地公园正式开

业；成功举办赛马、骑行、足球邀请赛等

活动。截至 2024 年 8 月底，全县接待游

客 34.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9.92%；旅游收

入 2.74 亿元，同比增长 50.13%。此外，积

极布局清洁能源产业，引进能源保供项

目 4个，总投资 10.34亿元，已开工 2个。

抓经济 稳增长 调结构 促转型 防风险 保稳定

阿里地区噶尔县经济社会稳步增长质效双升

近年来，那曲市申扎县围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思路，深入挖掘

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特色文旅产品开发，探索乡村振

兴新路径。2024 年截至目前，申扎县累计接待游客 3.6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470多万元。

图为格仁错湖畔的巴扎服饰展示。 图片由申扎县文旅局提供

近日，日喀则市仲巴县帕羊镇综合畜牧专业合作社举行分红仪式，向帕羊镇达热村每户分红一只绵羊，共分红 183

只绵羊，价值 20.1万元。通过“羊”分红，进一步加深合作社与牧民之间的联系，提高群众养羊积极性，着力推进畜牧业

产业现代化、规模化发展，促进牧民增收致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左图：群众挑选“分红羊”。

右图：群众赶“分红羊”到羊圈。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摄

喜领“分红羊”
奔 向 致 富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