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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王军豪

11 月 8 日下午 5 点，位于庐山路与辽河路
交叉口的聊城市邮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内一
派繁忙景象。占地9300平方米的大厅内，近70
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自动分拣机高速运转，紧
张忙碌中又井然有序。这里是全市邮政快递的
中枢，所有进口邮政快递和出口邮政快递都要
经这里中转。

现场调度员赵士杰这天上白班，他不停地
到各个工位查看，手中的对讲机也响个不停。
赵士杰说：“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是最忙的
时候。”为了迎接“双十一”快递高峰，他们从月
初就开始忙碌起来。“往年的快递高峰期要等‘双
十一’后两三天到来，但今年11月1日到3日我
们就已经经历了一个小高峰，每天处理的快递
量在30万件左右。”赵士杰介绍，今年各电商平
台普遍将促销活动提前，快递高峰也提前上演，
有的投递员一天要投递上千件邮件。

今年9月，聊城邮政邮件处理中心新上了
一台自动分拣机，专门用于处理小型邮件。自
动分拣机上，7名分拣员将分包垛口上的邮件放
到传送带上，传送带自动将一个个邮件分发至
相应城市的邮政包裹内。在注明兰州的格口
内，一件件邮件很快装满了一个包裹。相较于
以前的人工分拣，自动分拣机让工作效率大大
提升。“一台机器每小时能处理1.2万件邮件。”聊
城市邮政分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李法平介绍。

“原先的自动分拣机是 2020 年购置的，有
264个格口，新上的这台有160个格口，能从容
应对即将到来的快递高峰。”李法平说，如今，该
中心的日处理能力由之前的35万件上升到50
万件。在此基础上，为提升场地整体设备运转
流畅度，聊城邮政又投资200余万元对处理设
备进行升级改造，解决了利旧设备与新增设备
匹配度不高的问题，并建设了快速网单独处理
场地。

在邮件分拣中，聊城邮政实行的是大小分
离工作法，小件自动分拣，大件则需要人工分
拣。“邮件卸车后，小件上自动分拣机，大件上人
工矩阵，扫描后直接装车运出。”赵士杰介绍。
人工分拣流水线上，聊城邮政职工陈玉园将一
件件历经消杀、安检等程序的邮件放至传送带
上，传送带末端的工作人员轻轻地将邮件装
车。不久后，这些邮件将会送到收件人手上。
陈玉园从事邮政工作已经十几年，这是她经历
的第六个“双十一”，对于这种邮件高峰已习以
为常：“平时每天我处理五六千件邮件，‘双十
一’期间每天要处理七八千件。”

李法平介绍，预计今年“双十一”期间，也就

是11月1日到20日，我市邮政出口邮件量将达
到485万件，日处理量峰值将达到32.2万件，同
比增长36.5%；进口邮件量将达到319万件，日
处理峰值达到 18.6 万件，同比增长 26.5%。为
备战生产旺季，聊城邮政在做好自身防疫安全
和寄递服务的同时，加强人员、场地、运力等方
面的储备，确保邮件进出平稳有序。

李法平说，根据以往的经验，11月11日前
以出口邮件为主，11日后以进口邮件为主。“也
就是说，更大的挑战在13日到15日之间，不过，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根据电商大客户流量流向特点，聊城邮政
开通省际一干、省内二干等直达邮路，目前，已
开通了济南、潍坊等省内二干直达邮路，以及河
南、河北、江苏、浙江、广东等5条常态化省际一
干直达邮路。此外，为了避免“双十一”期间省
际出口邮件在济南积压、滞留，聊城邮政新开通
安徽、北京、福建、四川、山西、吉林、辽宁、黑龙
江、陕西等9条直达邮路，一干邮路达到14条。
聊城邮政的种种举措，让邮件处理时限大大缩
短，邮件流转效率大幅提升。

为了保证全网生产运行平稳，今

年，聊城邮政为邮件处理中心增设了分处理场
地，用于分流部分出口集包邮件以及进口加车

接卸处理等。此外，该中心为出口轻小件集中
的县市区分公司设置了三四个省份的前置集包
格口，尽可能减少邮件经转频次。

“双十一”，我们准备好了
——聊城邮政全力备战“双十一”

■ 文/图 本报记者 夏旭光

“我从 2014 年开始做轴承及相关产品销
售，2016年时，我试着在淘宝上开了店铺，主要
出售轴承以及密封件等产品，效果不错。如今，
线上和线下销量大致持平。”11月9日，在临清
市唐园镇营子村，40 岁的白建国正坐在电脑
前，忙着和天南地北的客户进行沟通。

打开白建国众多淘宝店铺中的一个蓝冠店
铺，“耐高温棕色骨架油封”“SBT进口TC骨架
油封”“国标骨架油封”“锦生达轴承”等三四千
种轴承以及相关产品琳琅满目。“经过这些年的

运营，我在网上结识了不少客户，形成了长期的
合作关系，并结下了良好的友谊，在疫情发生的
这几年里，线上销售对我的支持是巨大的！如
今我们村里好多村民都开始了电商的运营。”白
建国说，今年，营子村被评为淘宝村，这给了他
和村民们极大的鼓舞，他将继续扩大网店规模，
并将自己的快手店、抖音店规模继续做大。

“电商架起了连接农户和市场的桥梁。”临
清市八岔路镇前常二庄村村民由德海2015年
注册天猫店，开办了奔奇旗舰店，销售地瓜、苹
果、芋头等农产品，年销售额2000余万元。

“淘宝模式”也成为农民和乡村青年返乡创
业的“优质土壤”。在临清市刘垓子镇农村电商
产业园“小茶益杯”生产车间，6台设备全天候
不停运转。“和去年相比，我们有了专业的电商
产业园，产品也有了更好的销路。现在6台设
备每天大约能够生产出 150000 个各式各样的
杯茶产品。”“小茶益杯”运营经理徐莎淋告诉记

者，早在一周之前他们就做好了准备，除了
生产、物流人员增加之外，4名电商主播的直
播画面遍布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在刘垓
子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坚持线上
线下多元化发展，产品越来越受到认可，销
量也越来越看好。“今年‘双十一’期间预计
产值300万—500万元左右。”徐莎淋说，公司
充分利用临清本地文化特色不断更新自己
的杯茶产品，达到“每月出新”，产品远销国
内外。

后疫情时代，以直播电商为代表的“宅经
济”高速发展，让线上购物成为消费常态，电商
作为一种新的商业零售模式，前景不可估量。
临清市将农村电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突破点
和发力点，培优环境、厚植产业，推动电子商务

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临清市还坚持以产
业为根基，深入挖掘特色资源，按照“各出各的
特色牌”的思路，制定了“三区两带”的发展规
划，加快形成了“城区社会消费品电商集聚区”

“松林古典家具电商集聚区”“金郝庄卫生用品
电商集聚区”和“烟店-潘庄-唐园轴承电商产
业带”以及“八岔路—尚店—刘垓子—戴湾—魏
湾—康庄—老赵庄农产品电商产业带”的电商
产业新布局。烟店镇利用“1688”B2B模式，促
进2000余家轴承企业触网上线。自2019年临
清市以轴承产业为基础的烟店镇和以古典家具
为基础的松林镇同时入围淘宝镇名单以来，松
林镇和烟店镇连续4年被评为“中国淘宝镇”，
占全市淘宝镇的一半；淘宝村数量则由2019年
的 2 个增加到 17 个，占全市的 85%，仅在烟店
镇，“淘宝村”已经达到10个，连续2年成为聊城
市“淘宝村集群”。

临清市电商发展是我市电商发展的一个缩
影。我市高度重视新经济业态的发展，将推动
直播电商发展作为培育挖掘新的电商增长点的
重要抓手，打造电商直播基地、构建电商平台载
体、开展电商示范创建，先后组织了“2021惠享
山东消费年·礼惠双节直播周暨聊城市首届电
商直播节”“山东省直播电商专题培训班”等直
播电商赋能活动，参加了山东省直播电商领航
主播培训活动。2022 年上半年全市实现网络
零售额80.7亿元，同比增长13.6%；新增电商供
应链基地16个，新增电商直播基地36个；直播
共计10.6万场，同比增长79.8%；吸引消费者观
看67276.4万人次，同比增长93.0%；参与直播的
商品网络零售量 1966.8 万件，实现网络零
售额8亿元，在全省排第6。

淘宝村，乡村振兴新轨迹

■ 本报记者 林金彦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葫芦，龙头粗壮，皮
厚，响籽，品相好，特别适合把玩收藏。”11月9
日下午，东昌府区堂邑镇路庄村葫芦种植户郝
学坤，正坐在手机前通过快手平台进行直播，
介绍葫芦的品种、特点以及价格等。

“我一般是晚上直播，空闲的时候下午也播
一会儿。基本上每次 4 个小时，能卖 40 单左
右。”郝学坤说，第二天一早开始打包发货，下午
两点前快递点的工作人员会将快件揽收。

郝学坤今年23岁，去年毕业于山东中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由于特别喜爱葫芦，2018年还
在上大学的他就开始利用假期时间直播卖葫
芦。毕业后，他返乡创业，开始直播带货。他

的账号叫“路庄郝葫芦”，经过4年多的沉淀
和积累，他的粉丝已超过20万人。“这些粉
丝都是真正喜欢葫芦，爱好葫芦的人群。”
郝学坤说，每次他直播时，直播间都有 150

人左右观看。
事实上，郝学坤不仅直播卖葫芦，

还是一名“葫芦二代”，家里每年都会种
5 亩左右的葫芦。今年葫芦喜

获丰收，5亩地约能产7万
只葫芦。“葫芦 9 月份采

摘，经过晾晒等，目前
已经大量上市。”郝学

坤表示。
通 过 手 机 直
播卖葫芦，是

郝学坤销

售葫芦的主要渠道。超过一半的葫芦都是通
过直播售出的。“因为葫芦品相不一，每个葫芦
都有一个专属价格。每一单都是实时链接，有
粉丝拍下后，链接就失效了。”郝学坤说。为了
聚人气，他学会了视频拍摄制作、引流等技
巧。目前他已发布视频2600多个，有的“爆款”
视频播放量达到600万。“这也表明了大家对葫
芦的喜爱，对我的认可。”郝学坤说。

郝学坤是路庄村从事葫芦电商的一个代
表。路庄村是“聊城淘宝第一村”，全村有400
余家村民从事葫芦电商，7家快递公司在此设
置了揽收点。村里越来越多的“葫芦二代”不
再出去打工，而是留在家里种葫芦、卖葫芦。
年轻人越来越多，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社交
平台电商蓬勃发展。

不仅如此，网络店铺销售、批发也红红火
火。郝晓龙是全村最早做电商的葫芦商户之
一。目前，他在主要的电商平台均开了店铺。
2018年，他还注册了自己的葫芦品牌——御如
意。为了配合线上销售，他在村里建成了一处
线下葫芦文化体验中心，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各
样的由雕刻、烙画、针刺和景泰蓝等工艺制作
成的葫芦，最贵的葫芦单价近2万元。

借助网络平台，路庄村的葫芦不仅实现了
“买全国、卖全国”，还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
韩国，成为东昌府区一张闪亮的产业和文化名
片。“葫芦有福禄的吉祥寓意，受到社会喜爱。
我们打算借助网络平台，进一步提升路庄村葫
芦品牌力、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认识葫芦、爱上
葫芦。”郝学坤表示。

葫芦村有了新气象

■ 本报记者 曹天伟

11月8日下午2时许，高新区许营镇姚庄
村一间民房里，崔喜华正和同事目不转睛地盯
着电脑屏幕。“下单了，一吨黄铜管！”看到聊了
很久的客户终于下了订单，崔喜华兴奋地喊了
出来。

崔喜华所在的山东六鼎铜业有限公司，是
姚庄村一家电商企业，主要在淘宝平台经营金
属材料、艺模等产品。企业负责人姚立见此前
在北京开网店，2016年回乡创业，在自家老宅
子上建起了仓库，购买了电脑、加工车床等设
备，并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名为“六鼎金属材料”
的网店。6年来，在镇、村两级的支持下，他不
断钻研网上营销技巧，拓宽产品销路。如今，
他的网店招聘了5名员工，年销售额超过3000
万元，成了周边有名的“网红店”。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重塑现代
经济形态的同时，催生了电子商务平台，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淘宝村。今年10月31日，
2022年中国淘宝村名单发布，全国淘宝村数量
达到7780个，姚庄村就是其中之一。“村里736
口人，像六鼎金属材料这样的网店就有 20 多
家，有卖鱼竿的，有卖铜铝等金属材料的，也有

卖农产品的，一年营业额超过6000万元。”同样
是“网络达人”的村党支部书记姚思华，对姚庄
村的电商发展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看来，一家
家网店的兴起，为曾经籍籍无名的姚庄村插上
了互联网翅膀，也让多少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姚庄人见到了“新世界”。

事实也正是如此。从2016年姚立见、姚立
行两兄弟回乡创业起，村里的网店就如雨后春
笋般冒了出来。有的村民在淘宝上销售鱼竿，
一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有的经营焖子等土
特产，三个月营业额达到120多万元。在这个
迅速崛起的淘宝村，越来越多年轻人实现了创
业梦，同时有100多名村民从事与农村电商相
关的工作，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2021
年5月，姚庄村与周边的曹庄等几个村联合成
立龙汇新村，姚思华任党总支书记。新村成立
后，他和村“两委”成员认真研究，寻找扩大农
村电商规模的路子，专门召开座谈会，把村里
有经验的年轻人召集起来，一起围绕发展农村
电商分享经验、交流信息。2021年12月起，他
们又在许营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的帮助下，连续
举办了11期农村电商培训班，邀请资深讲师向
有创业意愿的村民教授网络营销、视频制作、

电商直播等方面的知
识。

王春梅是村里的
一名网格员，参加了
村里最近举办的一期
培训班。“老师讲的选
品、开店、上架等方面
的技巧，都是干货，很
管用。等培训结束后，
我也想开一家网店。”
对今后的发展，王春梅
早已有了计划。

在鼓励村民发展
农村电商的同时，村

“两委”也在想方设法
把本地农产品品牌
打出去，带动更多
村 民 致 富 。 前 不
久，村里的焖子厂正
式投产。姚思华告诉
记者，下一步，村里要
鼓励引导村民开展直播
带货，借助互联网平台，把村里的农产品卖到
全国各地。

从2009年到2022年，从最初的“光棍节”到全民购物狂欢，“双十一”已走过了13个年头。
“双十一”记录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对农村来说，近年来，电商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靠着一条网线，越过

了曾经不可逾越的障碍，让优质农特产品与销地的消费需求进行精准对接，农产品出村，产业发展，农户增收。“双
十一”前夕，2022年中国淘宝村、中国淘宝镇名单公布。记者分赴我市多个淘宝村，探寻电商带来的乡村之变以
及农村电商的形态之变，敬请关注。

一个淘宝村的“新世界”

我市4个乡镇入选2022年“淘宝镇”名单

堂邑镇 许营镇 松林镇 烟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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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村入选
数量位居全省 第 5

2022年“中国淘宝镇”“中国淘宝村”名单公布

东昌府区堂邑镇路西村

东阿县新城街道北关村

高新区许营镇姚庄村

临清市烟店镇西王集村等

位

“淘宝镇”2个
“淘宝村”17个

淘宝村镇数量均居全市
第一位

临清市
现有

““小茶益杯小茶益杯””直播现场直播现场

20个村
入选

2022年
“淘宝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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