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中國新聞 ■責任編輯：趙漢東 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

每年春節前，中國人都要忙着置辦年貨。與以往肩扛
手提不同，許多中國人開始網上置辦年貨、發快遞

寄到千里之外。
嚴冬中的吉林查干湖以「最後的漁獵部落」的名號吸引
着八方來客，湖中的鮮魚也是年貨市場上的熱門商品。

漁場產銷模式起示範作用
2014年冬捕季，中通、韻達、順豐等各大品牌快遞企
業陸續入駐查干湖漁場，比價格、比服務，激烈角逐凍
魚寄遞市場。外地遊客在漁場買了魚馬上就可以發快
遞，等人回到家，魚也差不多到家了。
在查干湖調研冬捕快遞服務的吉林省郵政管理局副局
長魏遵紅說，快遞聯盟與漁場合作的產銷模式，為其他
農產品作出了示範。
今年，位於廣東梅州大埔縣建材柚果合作社社長李先
亮生意比往年紅火了許多。以前，李先亮販賣蜜柚都是
在本土市場上現貨買賣，如今他充分利用電商平台網上
賣柚，將銷路開闢到了全國。春節前夕，當地韻達、百
世匯通等各快遞網點都堆滿了寄往外地的蜜柚。據統
計，每天通過快遞銷往各地的蜜柚達35噸以上。

鮮活從「田間」快遞「舌尖」
一直以來，很多名優土特產品由於銷售半徑過小，

一方面銷路不佳，另一方面卻讓很多想買的人可望而不
可即。自從國家郵政局推動「快遞下鄉」工程，通過鼓
勵快遞企業創建農村網點、一張訂單加一張快遞單，實
現從「田間」到「舌尖」直達，打通了整條產銷鏈。
如今，四川的臘肉、湖北的蓮藕、陝西的柿餅、浙江

的海鮮，借力於快遞服務、跨越了時空的限制，促進了
消費和流通。
目前，「快遞下鄉」還面臨諸多困難和瓶頸。許多鄉鎮

快遞網點無法提供上門取件服務，有些偏遠鄉鎮的村民想
要為外地的親人寄一點土特產，卻找不到快遞網點。

農村全年寄包裹超20億件
有些快遞網點業務量少、網點設置不規範不穩定、運
輸渠道困難。一些快遞運輸過程技術難點還有待攻克，
如有些土特產需要注意防壓包裝，而有些則講究包裝的
密封性，有些鮮貨對時效性的要求很高。
據國家郵政局公佈的數據，作為世界快遞量第一大

國，中國農村快遞網點發展到近5萬個，鄉鎮覆蓋率提
高到50%以上。農村市場全年快遞包裹量超過20億件，
約佔中國快遞總量的14.3%。
據介紹，未來快遞服務將更方便、更快捷的深入每個

鄉鎮，讓家鄉的人們不再為寄遞年貨傷神費力，讓遠方
的遊子能更好地品嘗家的味道。

內地潮興網購年貨快遞回鄉內地潮興網購年貨快遞回鄉

告別扛大包小包告別扛大包小包 回到家貨送上門回到家貨送上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春節前夕，中國快遞服務呈旺季高壓態勢。據國家郵政局

公佈的數據，1月份第三周日最高快遞業務量為5,425萬件，第四周為6,948萬件，一周內業

務量增長28%，這個增長來自年貨快遞市場的帶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日報》報道，有意思的
是，「大單」減少了，自發湊成的「小單」卻熱熱鬧
鬧。最近幾天，市民韓女士和幾位同事商量殺豬的
事，因為他們從延慶一家農戶預定了六頭豬。「這些
豬是在康西草原放養的黑豬，跟我們平時買到的豬肉
可不一樣。」據悉，「土」年貨越「土」越有味。一
些市民專程開車到郊區去購買農副產品，土豬肉、草
雞、粗糧等都是深受歡迎的農家年貨。
「小單」大多是由同事或朋友組成，他們喜歡選擇

一些比較新奇的年貨，市民王女士相中了一款創意咖
啡杯，準備集採作新年禮物。她認為，現在生活水平
高了，常規的年貨平時也都能買到，過年不如買點有
意思的東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時而翻滾，時而盤旋；時
而騰空躍起，時而向下俯衝……昨日午後，雲南魯甸「8．
03」地震震中龍頭山鎮灰街子安置點旁的空地上，蕭體權和
10多個村民一道，在鑼鼓聲中認真排練着舞龍，這是他們要
在羊年龍頭山春晚上表演的節目。
在「8．03」地震中，八寶村23個社中有7個社受災嚴重而

不得不集體搬遷，現在都住在灰街子集中安置點。舞龍隊來
自龍頭山鎮八寶村紅石岩社，表演隊的所有成員、教練都是
八寶村的村民。蕭體權是舞龍隊隊長。他說，節目的排練、
龍燈的製作到表演整個過程全部由村民自主完成，目前正在
緊張排練。
「紮這條龍花了一萬多塊，春節來臨，拾起傳統的記憶，也

讓大家活躍起來，這錢花得值。」蕭體權說，將從每年的大年
初三開始，一直耍到正月十五，有祈求平安和豐收的寓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報》報道，儘管國家郵政
局去年3月就頒發條令，希望內地快遞企業「全年無
休」。不過，內地不少網友反映淘寶上多家商舖掛出
了因快遞公司休息，春節期間不發貨的公告。對此，
順豐、EMS、中通等多家快遞公司表示，春節期間他
們將正常營業，但因交通、天氣及運力等不確定因
素，快件收發速度或受影響。
「由於春節期間快遞放假，所以本店於2月10日至2

月28日休息。」前日，家住昌平區的王女士在逛淘寶
時發現，自己經常光顧的一家服裝網店貼出了公告。
一家網店老闆稱，同往年相同，臨近春節，很多快
遞員都會請假或辭職回鄉過年，只有少數人值班，不
少快遞網點進入節前「收爐」，自己的網店也將開啟
閉店模式。「快遞公司基本都在2月10日左右停止收
件，14日左右停止派件。」
在北京昌平三中派送快件的快遞員小王也表示，節

前火車票難買，從上周開始就有快遞員陸續回家了，
「越往後，快件配送越慢，根本就送不過來。」
順豐速運有限公司一名員工介紹，2月9日到2月16

日，快遞業務將迎來一波春節前的小高峰，春節前，

不僅「網購族」下手更大方，就連一些平時不常網購
的市民也會選擇在網上訂購年貨，快遞業務十分火
爆，而此時，快遞員陸續返鄉，人手不足，快遞送不
過來將成為春節前的常態。

收節假日服務費10元
對此，多家快遞公司在公司官方網站首頁上公佈了

春節期間運營情況的通知。其中順豐速運表示，春節
期間，為滿足快件寄遞需求，將集中運輸資源，提供
正常收寄服務，但2月18日至2月24日春節假期，快
件時效可能受到影響，並在此期間收取10元的節假日
服務費，用於人力、運輸等資源的增配。
此外，圓通速遞也表示2月18日至2月22日期間進
入春節運營模式，按照節假日標準收費，但最高收費
不高於官網收費價格。
一名快遞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雖然已發佈通知，

但由於目前大部分快遞公司都是加盟制，對下面的快
遞點有時會難以約束，根據往年經驗，大部分快遞員
正常上班需要到農曆正月十五後，「到了那個時候，
快遞才能真正恢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羊年
春節就快到了，在粵農民工怎麼過年備受各界
關注。廣州團市委、市青聯等聯合當地公益組
織，8日起邀請了首批130多名農民工及其子
女，體驗在廣州過年的感覺。除了派發春節禮
物、組織遊園，主辦方還陪這些農民工家庭吃
團年飯，並特地為他們安排了一場音樂會，讓
這些長期在廠區工作的外來工享受難得一見的
高雅藝術。
2月8日當天，主辦方為首批受邀家庭安排了

多項輕鬆的活動。在華南植物園，一眾農民工
子弟在家長陪同下，參加從廣州市書法協會、
攝影家協會邀請過來的專家、會員，現場揮毫
送「福」、拍攝「全家福」等活動，街舞愛好
者更在現場教外來務工子女學街舞。
陝西籍外來工吳青說：「這樣的親子活動很

有意義，我們長期在工廠上班，本來就很少陪小
孩，他們放假經常一個人在家挺孤獨的。這次活
動讓孩子學到很多東西，結識了很多朋友。」遊
園活動結束後，全體人員在一起吃團年飯，提前
歡度新春佳節。當晚，主辦方還特意安排了一場
音樂會，讓這些常年在流水線上工作的農民工，
欣賞到一場高雅藝術。來自廣東省內的多名知名
音樂家，為這些觀眾傾情表演。

春節採購大單驟減

「土」年貨深受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晨報》報道，羊年的年
貨市場依然延續了馬年的風格，價位主打中低端。很
多銷售傳統年貨的商家到目前為止仍沒接到期望中的
「大單」，而一些來自個人或小群體的「小單」則更
加偏愛新奇特年貨。
今年的年貨在價位上依然延續了去年的平民化路

線。北京吳裕泰推出的幾款茶點禮盒最貴的兩百多元
（人民幣，下同），最便宜的不到一百元，參照點心匣
子的方式製作包裝，透着過年喜慶勁兒的同時還能夠反
覆利用。前門店店長表示，單位集中採購的情況很少，
主要還是普通消費者備年貨。據悉，往年春節都有單位
花十幾萬元採購乾果、熟食或水果等年貨禮盒作為員工
福利，但今年不少單位取消了年貨採購計劃。

春節缺人手 快遞變慢遞

粵民工聽音樂會提早賀年 魯甸地震災區排練舞龍備「春晚」

■■雲南魯甸災民日前在練習舞龍雲南魯甸災民日前在練習舞龍，，
迎接即將到來的春節迎接即將到來的春節。。 中新社中新社

■由杭州飛往昆明的航班上，空少扮成「財神爺」，
空姐扮成「散財童子」，在飛機上為乘客送新年紅包
和春節祝福。 中新社

■■春節臨近春節臨近，，海口市的年貨市場昨日海口市的年貨市場昨日
迎來大批前來採購的市民迎來大批前來採購的市民。。圖為一個圖為一個
小朋友伸手觸摸羊年玩偶小朋友伸手觸摸羊年玩偶。。 新華社新華社

■■許多人改變了習慣許多人改變了習慣，，喜歡喜歡
從網上置辦年貨從網上置辦年貨、、發快遞寄發快遞寄
到千里之外到千里之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多家快遞公司春節期間將正常營業，但快件收發速
度料受影響。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