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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发车咯！”每天上午 10
点，林师傅的公交准时来到了闽
清县邮政公司城关营业部门前，
他笑着打开车门，招呼着“乘客”
上车。很快，一个个快递包裹便
整齐有序地“坐”上了车。它们将
跟随林师傅的公交，前往闽清东
桥，送到乡镇各居民的家门。

这辆特殊的公交，是闽清客
货邮融合试点成效的体现。近年
来，闽清整合偏远地区客运、快递
物流等资源，进一步推进场站多
能融合、整合运力资源、创新配送
合作方式，解决农村群众物流配
送、邮政寄递“最后一公里”问题，
共同建设幸福便捷新农村。

快递上公交 节能又增效
停好车辆，打开车窗，一条传

送带缓缓伸到车窗旁，林师傅熟
练地将一袋袋传送而来的包裹放
入座椅后排的货仓中。今天的

“乘客”不多，货仓只“坐”了个八
成满，林师傅给一个个包裹系上
防止掉落的安全网兜，再披上一
层防扬尘的纱帘，便启程前往下
一个站点。

“花10分钟提前来一趟，不耽
误正常运行；做好隔离措施，也不
会影响乘客出行体验。”每天早上
出车前，林师傅都会提前来一趟

邮局，捎上寄往东桥的快递包裹，
然后再去车站接其他乘客。“拉一
趟快递有提成拿，大家都很积
极！”他说。

这些提成，一定程度上也来
自于节省下的通行费用。闽清多
山，下辖的十余个乡镇，多位于大
山之间，每日一趟的物流运输任
务，产生了不小的运输成本；减少
运输频次，又会直接影响乡镇居
民的生活与产业发展。

如何做到两全齐美？2020
年，闽清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推进
邮政公司与公交公司合作，整合
双方运力资源，开通城关至雄江、
桔林、东桥、下祝四条邮路，由每
日发车的公交公司承担部分运输
任务。

“邮车+公交，一辆公交同时
承担载客与物流任务，这在无形
中省去了一半的运输成本，也有
效推进了节能减排事业发展。”闽
清县邮政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3年，客货邮主要线路累计转
运邮件 1.85 万余袋，累计为县邮
政分公司降本约5万余元，同时为
县公交公司创收约13万元。

快递进村来 生活更便捷
“以前，取个快递还要跑到 20

公里外的城关取件！”

“要么去县城，要么去隔壁的
水口镇上，车费一趟来回要26元，
比购物费用还高。”

“等自己有空时去县城拿，就
很不方便，拜托去县城的邻居拿，
次数多了也不好意思。”

……
多年以来，乡镇快递的“最后

一公里”问题，始终困扰着乡镇居
民。不少民营快递物流公司因无
利可图，纷纷选择将乡镇居民的
快递放在城关或是邻近乡镇，给
居民取件带来诸多不便。

客货邮融合试点的不断推
进，为解决这一隐忧提供了契
机。2022年，闽清县邮政与中通、
圆通、顺丰、韵达等县级代理商达
成合作，在桔林乡开创邮快合作
与交邮合作融合新模式，从根本
上解决社会快递不进乡的瓶颈。

“邮快合作推进之后，快递公
司将社会快件也一并送至邮局，再
和其他邮政快件一同搭乘公交车，
前往各个乡镇。”闽清县邮政分公
司总经理林国诚介绍，目前，各大
民营快递公司尚处于“搭便车”的
阶段，未来，双方将继续推进深度
融合，探讨长久合作的可能性。

邮快合作带来的改变，居民
们都看在眼中。“现在方便了很
多，各个品牌的快递都可以直接

到达乡镇，一些快递还会通过邮
政投递员直接送货上门，在村里
也能畅快网购了！”桔林乡温汤村
村民陈林苏笑道。

特产搭便车 助力产业兴
日渐繁忙的乡间邮路，为广

大乡镇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走
进闽清邮政城关营业部，码放成
墙，整装待发的一箱箱橙子，昭示
了桔林乡的发展新机遇。

“货仓满满地下来，空空地回
去，也是一种浪费。”桔林乡四宝村
书记李炳增说，为了物尽其用，尽
最大努力节约资源，村民们也开始
尝试从乡村内“反向输出”，一开始
是各类退换货的快递，后来便是各
类农特产品。“进村快递搭车，出村
农特产品搭车，双向都能搭便车，
居民们纷纷点赞！”他说。

“这些特产将统一运往县城，
再进行发货。”四宝村村民老黄表
示，过去，各类农特产品的运输是
一大难题，运费居高不下，村里物
美价廉的橙子也没了竞争力。“听
说特产也能搭便车，不少乡亲也都
在计划着自己带货，把家里美味的
橙子销往全国各地！”老黄说。

“这些年，桔林脐橙远销全国
各地，背后离不开闽清邮政的帮
扶与支持。”桔林后洋村福旺农业

专业合作社相关负责人张志禄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每箱 10斤的脐
橙，自己包车运输，一箱需要10元
左右的运费，而在邮政的惠农政
策补贴下，每箱运费只需 6元，运
输成本减少了近一半。

张志禄表示，现在只要发货
量大，乡亲们都会习惯性找邮政
公司协作运输。“这些年客货邮融
合不断推进，运力也有所提升，脐
橙坐上了邮车、公交，运输效率更
高了！”

越来越广的邮路，也离不开
客货邮融合试点的深入探索与实
践。去年 12月 21日，邮政桔林支
局完成初步改造，增添客车停泊、
候车室、邮快自提等多项功能，实
现“多站合一、一点多能”。

“今年 3 月底 4 月初，我们将
联合公交公司在原有 4条线路的
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计划陆续开
通11条客货邮融合线路。”林国诚
表示，未来将继续稳妥有序推进
站点布局、线路设置、班期提升等
工作，发挥邮政商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四流合一”的优势，打
造农村物流服务品牌，构筑村村
覆盖、协调联动、深度融合的客货
邮发展格局，进一步方便农村群
众日常生活，实现助力乡村振兴、
服务三农发展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
员 颜园金）春耕时节，行走在连江
县，工厂化育秧、手机种田、掌上育
苗等智慧化农业技术令人眼前一
亮，让春耕尽显科技范，科技兴农
取得新成效。

摆盘、铺土、播种、覆土、淋水
……昨日，在连江敖江镇幕浦村种
粮大户余秀俊的育秧大棚内，育秧
流水线马力全开，一个个长方形的
育秧盘被快速制成，一改以往农户
只能在田里播种育秧，水稻生长要
在自然环境中等待的惯例。

工厂化育秧与人工育秧相较
有何优势？“优势显而易见！工厂
化育秧极大简化手工育秧的繁琐
程序，1 小时可以制作育秧盘 600
余张，满足 40亩种植需求，育秧能
力提高10倍以上，成本下降10%至
15%，还节省下不少人工开支！”余

秀俊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新技术释放出的影响力和效

益还在蔓延。余秀俊告诉记者，比
起传统的手工育秧，工厂化机械化
育秧不再“看天吃饭”，不受降雨、
干旱等不利天气因素影响，不仅可
以确保秧苗安全，而且育出来的秧
苗质好量大、成活率高，有利于后
期机械化插秧。同时，育秧盘运输
可以叠盘，运输成本下降、运输距
离加长、供秧区域扩大，使其成为
市场的宠儿。

“实行机械化育秧、插秧后，早
稻产量每亩提高 50多公斤。我们
今年计划育秧 4000 多亩，品种以

‘春优 590’为主，除了自己种植
1100亩外，还供应给县内其他乡镇
的农户。”谈到科技助力的好处，余
秀俊信心大增。

再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化身“飞

手”，用手机种田——通过植保无人
机对田地进行快速、均匀地喷洒农
药以及施肥等操作，而他只需通过
手机端的APP，即可遥控无人机按
照既定航线在田地里飞行穿梭。

“无人机既可以节省时间和成
本，又大幅提高作业效率，还能自
动避障，药物喷洒完了还会自动返
航，10 个小时可喷洒 400 多亩农
田。之前我承包的1000多亩农田，
两三天就可以完成作业，比起传统
的人工和机械式喷洒，大大提升了
工作效率。”余秀俊说。

视线转向丹阳镇，在福州昌育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大棚内，工作人
员凭借遍布各处的传感器，即可实
时通过手机全天候监控大棚，并根
据作物的不同生长阶段，对温度、
光照等实时智能调节。

“以前培育苗种全凭经验，如
今只要一部手机，就可实现精准播
种、调节冷暖等操作，即使人在外
地，一样可以操控大棚的遮阳板、风
机和水泵。”基地“掌门人”郑秀玉告
诉记者，近年来通过不断升级设施，

基地已建成智能育苗温室大棚
12000平方米，配备全自动播种机，
并建设农业物联网、嫁接苗愈合室、
实验室、专家工作站等。在数字化
加持下，基地每年为市场提供种苗
2300多万株，并获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福建省创新驱动服务站、福州
市现代农业技术创新基地。

乡村振兴离不开有知识、有技

术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当地政府
的引导下，昌育公司还创办了农民
学校，累计培训近 2000户农户，传
授台湾先进的栽培技术和嫁接技
术，成为闽台农业合作典范。公司
还将和第三方合作，从金融扶持、
技术、销售等方面着手，孵化一批
优秀农业企业，帮助有创业想法的
农民实现梦想。

我市新聘任
一批涉侨特邀调解员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19日下午，福州
中院举办“涉侨特邀调解员聘任暨涉侨法律
问题交流会”活动，新聘、续聘15名涉侨特邀
调解员，同时围绕侨胞侨企关注的涉侨法律
问题开展座谈交流。

记者注意到，15名涉侨特邀调解员来源
广泛、代表性强，包含10名归侨或侨眷，还包
括在侨企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热心侨务工作
的侨企负责人，以及长期从事涉侨特邀调解
工作且经验丰富的调解员。

“我长期接触侨胞客户，对境内外的司法
体系、司法环境均有了解。”国浩律师福州事
务所合伙人律师、新聘涉侨特邀调解员林丹
丹表示，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努
力为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作贡献。

据悉，福州中院早在2011年就建立了涉
侨特邀调解员制度，同时还与市侨联共同设立
了涉侨涉调工作室，充分发挥“法院-侨联”诉
调衔接机制的作用，化解涉侨相关案件。

有江海的地方，
就可以和亲人说说话
我市举行生态葬公祭
暨骨灰撒海活动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闻涛而眠，枕浪而
息，鲜花相伴，海风送拂……昨日，“海纳百
川 魂归碧波”福州市 2024年生态葬公祭暨
骨灰撒海活动在市殡仪馆举行。在家属的送
别下，113位逝者魂归大海，以碧波为家。

9时许，逝者家属从台江码头登船，前往
本次海葬指定海域。经过 3个小时的航行，
两艘轮船抵达闽江入海口。在声声道别中，
家属将亲人的骨灰撒入万顷碧波，并抛下白
色、黄色的菊花。海鸥盘旋在轮船周围，带着
对故人的思念向远方飞去。

“妈妈，您的愿望实现了，愿您的在天之灵
和八闽山水在一起，一路走好！”将骨灰撒入大
海后，逝者家属吴志宏不舍地凝望着湛蓝的海
水，喃喃地说道。他告诉记者，母亲林寿卿生
长于福州，17岁参军入伍，随后背井离乡到上
海、南京，最后落户合肥。福州是她魂牵梦萦
的故乡，她常常给三姐弟念叨福州的美丽和风
土人情。“之前父亲去世时，就参加了海葬，这
次母亲也追随父亲海葬。千条江河归大海，无
论今后我们身处何地，只要是有江、有河、有海
的地方，就可以跟父母亲说说话。”他说。

“为满足群众需求，殡葬事务中心全年开放
海葬电话预约，今年预约海葬的有209位，因此
我们计划在3月19日和20日分两批次开展。
本次海葬活动不仅吸引了南平、龙岩等省内多
地市民报名，还有来自北京、安徽的群众参加。”
市民政局殡葬事务中心副主任刘志杰介绍。

从 1997年 4位逝者参与海葬，到如今的
209例，环保、绿色、成本低的生态安葬方式逐
渐被更多的人接受。20多年来，福州大力推进
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先后出台了《关于城
乡公益性骨灰楼堂和公墓建设的实施意见》
《福州市骨灰海葬奖补办法（试行）》等一系列
政策，除了海葬，花坛葬、树葬、草坪葬等安葬
方式也受到群众认可。在此基础上，我市对全
市户籍居民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殡葬服务实
现普惠性、均等化。据统计，去年我市对3.6万
户逝者家属免除基本殡葬费5634万元。

省律协发布《2023年度福建律师
社会责任报告》

全省律师超2万名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近日，省律师协会

发布《2023 年度福建律师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全省律师行业累计办理
刑事诉讼业务 53162 件、民事诉讼业务
326219件、行政诉讼业务13755件，办理非诉
讼法律事务 47819件、仲裁业务 17041件，提
供公益法律服务62350件。

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共有律师事务所
1463 家，律师总数 20575 名，分别同比增长
8.69%和 8.04%。一年来，我省律师还办理各
类法律援助案件 48751件，并充分发挥法律
服务者的第三方优势，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接
待和处理案件 5814 件，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7468件，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43818件，有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
了社会和谐稳定。

台江区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题月系列活动

新疆温宿县
获赠6万余元衣物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日，台江区举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月系列活动，
先后在“闽东之光”文创展示馆、市服装同业
公会举行“台江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授牌
暨“民族团结法律服务工作站”揭牌仪式、“多
元服饰促交融，闽疆情深石榴红”民族服饰交
流活动。

中亭街服装商城此次与新疆阿克苏地区
温宿县共同开展多元服饰交流活动，让各族
群众打破地域限制，近距离欣赏民族服装，加
深对民族文化图案的了解，增进对民族服饰
文化的认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活动中，台
江区向新疆温宿县赠送了春秋款上衣、夹克
等服饰265件，价值6万余元。

掌上育秧苗“云”上忙春耕
连江“新农人”从会种田变“慧”种田

快递下乡坐公交 农货出山搭便车
——探访闽清客货邮融合的乡村便利新生活

本报记者 阮冠达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记者
近日从闽清县获悉，今年以来，闽
清推进客货邮试点示范县创建工
作，明确各环节分工，采购新能源
车辆，新建村级服务站点，计划于
3 月底 4 月初开通 11 条“乡镇-
村”客货邮融合线路，实现 8个乡
镇快递进村。

2023 年，闽清入选年度农

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试点县名
单，为全市唯一。近年来，闽清
县不断加快客货邮融合发展，
建成不同层级的农村客货邮寄
递网络，整合现有 183个邮政和
民营快递的村级网点，打造成
客货邮融合村级服务点，为农
村居民带来更加便捷高效的生
活体验。

闽清计划再开通
11条客货邮融合线路

连江农户利用植保无人机施肥。（连融媒供图）

各乡镇农特产集聚邮局，准备送往各地。（邮政闽清分公司供图）

快递搭便车上公交快递搭便车上公交，，运往闽清各乡镇运往闽清各乡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阮冠达摄阮冠达摄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搭乘顺风
车出行已经司空见惯，而在闽清各
乡镇，快递搭乘公交“顺风车”直达
乡镇乃至村庄，村里农特产再随着
邮政、公交到镇进城，也逐渐成了乡
村振兴路上的一道靓丽风景。这种
双向“顺风车”的逐步试点和推广，
不但便利群众、利好运输企业，也是
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一大范例。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私家车辆的普及，在一些地
方，乡村公交的客流量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电商的发展，如何

以更低的成本，打通农产品进城
“最初一公里”和消费品下乡“最后
一公里”，则困扰着各大物流快递
企业。而福州乡间丘陵阻隔、交通
不便的现状，客观上也在催促乡村
物流、人流的融合发展。作为全市
唯一的客货邮融合发展试点县，闽
清的积极试点、大力推进，为客运
增收、物流降本开辟了新路径。

以闽清为案例的福州农村客
货邮融合发展，不但有助于促进交
通运输、快递物流资源共享，实现
客货邮优势互补、融合发展，还有

助于推动农民群众幸福出行，支撑
农村产业发展，更好满足农村生产
生活和消费升级需求，让农产品出
山进城有了更多路径和选择，让乡
村振兴有了新引擎。

而在未来，县域公交公司和快
递物流公司还可在现有基础上，根
据群众出行和物流配送需求，不断
优化公交线路，推广应用客货兼
顾、经济适用的农村客运车型，并
建设农村交通运输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为群众提供便捷精准的乘车
服务、高效经济的物流服务。

双向“顺风车”一举多得
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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