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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12日电 （记
者叶昊鸣）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
示，截至 4 月 11 日，今年我国快递
业务量已突破 500 亿件，比 2024 年
提前 18 天。

101 天、500 亿件，这相当于
全国人均快递量约 35 件，每天约
有 5 亿件快递穿梭在神州大地上，
快递“小包裹”再“跑”加速度。

加速度背后，是日益成熟的快
递物流网络。

网购包裹送达偏远山区，农产
品“走”出大山深处⋯⋯如今，全
国 3000 多 个 边 境 自 然 村 全 部 通
邮，超过 23 万处快递服务营业网
点、超过 22 万条快递服务网路，
构成了一张覆盖全国、深入乡村、
通达全球的服务网络，支持着我国
快递迈上新平台。

快递企业联手电商平台，让快
递触角向更深处延伸。国家邮政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下转第4版①】

“小包裹”再“跑”加速度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已突破500亿件

记者 金鹭 通讯员 虞颖

在雅戈尔智能云仓，客户从下
单到收货最快只要 3 小时；在韵达
宁波分拨中心，智能分拣系统将工
作效率提升 5 倍；在宁海，送往高
山的快递定位被精确到米级⋯⋯一
场寄递物流行业的智能化转型，已
在宁波悄然上演。

市邮政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
去年宁波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
21.1 亿件，同比增长 17.4%。按照
977.7 万常住人口计算，去年宁波
平均每人寄递快递量逾 200 件。

数据背后，是快递员辛勤付出
的汗水，也是智慧寄递技术持续革
新的体现。

AI与数智化技术，正在加快重
塑宁波邮政快递业的形态。快递，
不仅能更“快”，而且能更“暖”。

人形机器人在企业仓
库“上岗”

在雅戈尔智能云仓，一个穿着
邮政制服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工位前
进行测试。这个手持雅戈尔服装箱
的“未来员工”，或许很快成为宁
波智能物流的新名片。

“我们正与国内 AI 领军企业深
度合作，通过‘AI 大脑+机器人载
体’的创新模式，打造服装物流行
业的智能化标杆。”中国邮政集团宁
波分公司雅戈尔项目部经理徐斌说。

这里，是宁波最智能化的仓库
之一，由中国邮政为雅戈尔“量身
定制”。

走进 1 号智能云仓，智能化的
设备和系统是这里的绝对“主角”。

在高达 13 米、面积 3500 平方
米的立体仓库里，126 辆穿梭车、

7 台提升机忙个不停。它们从8万多
个品类中迅速挑选出消费者购买的
服装，分拣、复核、打包。平均每1
分钟就有10件快递从这里发出。

根据估算，一件雅戈尔快递从
下单到装车只需 20 分钟，同城递
送最快 3 小时，快件处理能力相比
传统人工作业方式提升 30%以上，
差错率几乎为零。

眼下，雅戈尔智能云仓正逐步
引入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设备，
并引入 DeepSeek 开源大模型作为

“AI 顾问”，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其中，人形机器人专门针对服

装分拣场景二次开发，它们将主要
处理退货服装的智能分拣。机器狗
将成为仓库的“夜间管理员”，通
过射频识别技术，自动核对仓库内
带有 RFID 芯片的服装。该模式成
熟后将在杉杉等企业推广，推动整
个服装物流行业的智能化转型。

这 也 是 宁 波 加 快 “ 快 递 进
厂”，推动快递业、制造业“两业
融合”的缩影。

据市邮政管理局统计，截至目
前，宁波已打造快递业与制造业协
同发展项目 282 个，月均产生快递
业务量 5415 万件，月均支撑制造
业产值 13 亿元，约占宁波快递业
务总量的 48.3%。

“人机协作”提升分拣效率

在宁波顺丰海曙中转站，一套
智能分拣系统正在颠覆传统物流作
业模式。

“ 以 前 ‘ 双 11’ 等 快 递 高 峰
期，我们经常要通宵达旦手工分
拣。”该中转站有关负责人指着正
在运转的轨道说，如今，智能分拣
系统能精准识别每个包裹的目的

地，“供件小车”会自动将快递弹
入对应格口。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改变令人瞩
目。数据显示，该中转站日均处理
快递量从原来的 40 万件跃升至 60
万件，人均效能更是从每小时 500
票提升到 1000 票以上。“就像给每
个包裹装上了导航系统，面单朝上
放好，八面扫描仪就能自动识别路
径。”该负责人说。

这套智能分拣系统不仅减轻了
员工劳动强度，更解决了节假日用
工荒的难题。“现在春节假期不用担
心人手短缺了，都交给它们 （智能
分拣系统） 了。”一名员工笑着说。

在韵达宁波分拨中心，超高速
自动矩阵、超高速自动供件交叉带
分拣机、高速干支装车线等智能设
施组成了一套自动化的分拣系统。

“即使包裹的面单贴在底面，
接入 AI 系统的‘智能眼镜’也能
精准识别，准确率达 99.99%。”该
中心负责人说。

同时，光电动态监控系统会根
据包裹的面单信息，规划这个包裹
在整个分拣线上的路径，并根据场
内其他分拣线的到货情况对包裹进
行距离控制，让整个分拣线保持顺
畅流转。

据介绍，该中心日均包裹处理
能力逾百万件，一件包裹从卸货到
扫描、分拣、装车的全流程仅需 5
分钟，分拣效率相较传统人工作业
方式提升了 5 倍以上。

打造全域覆盖的寄递
物流“一张网”

现代寄递物流还存在农村末端
成本高、乡村治堵难等问题，数智
化则能推动流通体系一体衔接、高
效运行。

在宁海城乡客货邮数字大厅，

大屏幕实时滚动着包裹寄递、班车
运行、站点分布等相关信息。

“之前，快递包裹物流位置信
息查询不能到村级，造成诸多不
便。”宁海县集士驿站科技有限公
司经理秦岳明点开手机 App，可看
到载着快递的公交车正行驶在蜿蜒
的盘山公路上，定位精确到米级。
这套融合物联网技术的系统，让以
往的乡村末端寄递实现全程可视化。

近几年，宁海大力发展物联
网，借助城乡客货邮数字平台和客
货邮公交车上的感知硬件，不断优
化调整班车线路和班次，为农村及
偏远地区提供更优的快递服务。

63辆配送公交车“变身”移动
数据中心，车辆经过村口基站时自
动回传位置。“打开手机，就能看见
包裹‘翻过’了哪座山！”宁海县岔
路镇高塘村集士驿站站长陈菊华说。

在集士驿站的“共富工坊”大
屏上，长街蛏子、岔路黑猪的订单
数据实时跳动。“寄递物流网正变
成销售网。”秦岳明说，通过反向
定制配送，凌晨采摘的鲜货能赶上
早班车进城。

目 前 ， 该 系 统 已 覆 盖 180 个
村，日均处理包裹 2 万余件。

而在中通物流智慧冷链园区，
从田间温湿度到冷链车轨迹，全程
透明。

在智能冷库，工人通过智能系
统接收订单，将冻品分拣至不同温
区。“从入库到配送，温度波动不
超过 1.5℃。”宁波中通物流集团董
事长励祥敏说。

眼下，该集团正投资 1.01 亿元
继续进行数智化设备改造，打造宁
波首个“黑灯冷库”——四向穿梭
机器人将灵活作业于货架间，机械
手码垛机精准码放货物，AGV 搬
运机器人无声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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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快递更“快”更“暖”

“数智基因”赋能寄递物流

阿拉尚“新”

甬农追“新”记

智启甬城
本报讯（记者成良田） 4 月 11

日上午，全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
（扩大） 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
市长、市老龄委主任汤飞帆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老龄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市委工作要求，积极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新部
署新要求，聚焦重点、突破难点，
主动作为、系统施策，大力推进新
时代宁波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用
心用情用力托起最美“夕阳红”。

赵海滨、金珊出席。会议传达
学习了中央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
发展有关文件精神，通报了 2024
年 度 全 市 老 龄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和
2025 年度工作打算，审议了有关
文件。

汤飞帆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老
龄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出，推进
新时代老龄工作，是积极应对我市
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的迫切需要，
是持续创建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必然
要求，是大力推进我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是“十四
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
篇布局之年，也是全市老龄工作体
制改革全部到位、全面履职的开局
之年。要切实增强使命感紧迫感，
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对标市民对
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以更高标
准、更大力度推动我市老龄事业发
展再上新台阶。

汤飞帆强调，要全力抓实关键

环节，聚焦重点攻坚突破，扎实推
进新时代老龄工作。要深化改革，
推动现有养老服务体系迭代升级，
稳妥有序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改革，强化政策衔接，优化护
理服务水平，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国
家试点成效，推动老龄领域全面发
展。要全域共建，聚焦老年人“身
边 、 家 边 、 周 边 ”， 织 密 服 务 网
络，夯实服务根基；积极回应老年
人健康养老、终身学习、老有所乐
需求和期望，提升幸福感受；精心
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培育敬老风
尚，打造老年友好社会氛围。要建
强队伍，重点优化街道 （乡镇）、
村 （社区） 一级力量统筹调配，确
保基层为老服务有人干、能干好；
健全养老服务人才“引育管用爱”
全周期管理机制，持续建强专业人
才队伍；继续组织、壮大银龄志愿
队伍，筑牢老龄事业发展基础。要
创新赋能，加强对银发经济发展各
赛道系统研究和整体谋划，积极培
育银发经济相关产业集群，积极扩
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探索银发经
济全产业链融资支持模式，释放老
年消费潜力，不断激发银发经济发
展活力。要统筹联动，压实各方责
任，切实履职尽责，密切协同配
合，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强化
要素保障，做好编制规划，发挥政
策作用，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全社
会共同关注老年人、支持老龄工
作、发展老龄事业的浓厚氛围。

汤飞帆在全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
（扩大）会议上强调

大力推进宁波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用心用情用力托起最美“夕阳红”

记者 金 鹭

我是一支雨刷，一个不起眼的
“挡风玻璃守护者”，此刻被安装在
伊朗客户的汽车上。

正午时分，波斯湾的骄阳炙烤
着大地。若在以前，这样的高温早
已让我疲软不堪，难以在即将来临
的雨季“大显身手”。但如今，我
依然能从容地舒展身躯，既安静又
优雅。这要感谢宁波鑫海爱多汽车
雨刷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爱多
雨刷） 的工程师赋予我的“混血基
因”。

以前的我，就像个“娇气的大
小姐”，不少业内人士曾为我陷入
两难——

天然橡胶弹性佳，让我安静温
柔，但被阳光晒久了就会开裂、老
化，半年就得“退休”；硅胶版本
虽然“皮实耐用”，却让我像个暴
躁的鼓手，动起来“咯吱咯吱”响
个不停。

一名来自东南亚的客户的需求
点醒了众人：“我们需要新材料，
让雨刷既安静又长寿。”

于是，爱多雨刷的工程师开始
了雨刷界的“杂交实验”。他们像
调配魔法药水一样，将天然橡胶和
硅胶按“神秘比例”混合，让我变
得更强大。

这场材料革命比想象中艰难。
成百上千个日夜里，研发团队在实
验室里反复模拟暴雨、烈日天气，
微调精度、比例，一次次配比⋯⋯
我至今记得那个雨夜，这些工程师
在案前欢呼：终于找到了“静音”

与“长寿”的黄金分割点。
我最终获得了“混血优势”——

既保留了天然橡胶的弹性基因，又
继承了硅胶的耐候体质。

现在，我的“工龄”超过 9 个
月，与普通雨刷相比“延寿”了一
半，在长时间烈日“烤”验下依然
精神抖擞。

不过，我的全球化道路布满荆
棘，海外的外观专利壁垒犹如阿尔
卑斯山一般横亘在眼前。

爱多雨刷的工程师不断另辟蹊
径：他们为我的骨架注入更多设计
元素，让我成了挡风玻璃上的“时
尚单品”。

这场“进化”让我身价倍增。
近几年，俄罗斯市场因为欧洲品牌
的撤退，对我格外青睐；东南亚等
地的客户也愿意多花点钱，换一个

“不吵不闹又长寿”的我。去年，
我 和 我 的 兄 弟 姐 妹 在 全 球 大 卖
4000 万余支，销量同比增长 15%。

更令我骄傲的是，我的“基因
图谱”正在衍生出更多可能：智能
感应除雪刷、电动清洁套装、高密
度清洁刷⋯⋯

从宁波的工厂走向世界，我不
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车窗清洁
工”。在工程师的“魔法”下，我
正化身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用材
料革命证明，即便是最传统的零
件，也能玩出高科技的花样。

现在，当我凝视挡风玻璃上跳
跃的雨滴时，总能想起爱多雨刷总
经理尤永标的话：“每个零件都值
得用科技重新定义。”或许这就是
中国制造的成功密码：在最平凡的
领域，用最执着的创新，让世界看
见不平凡的价值。

“混血”雨刷：

以新材料“刷”新全球视野

记者 戎美容 通讯员 王 凯

春日的田野上，处处生机盎
然，“新”意涌动。

走进余姚市菜富通果蔬专业合
作社的田间，一台灵巧的遥控自走
式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操作员按
下手柄，两条履带便缓缓向前滚
动，齿轮切断榨菜茎部，圆滚滚的
榨菜头顺着传送带“跳”进了筐内。

“‘新兵’+‘新种’，今年
榨菜收获季含‘新’量翻倍！”该
合作社负责人王焕淼看着地里半人

高的榨菜，笑得眉眼弯弯。他告诉
记者，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
的“甬榨 8 号”“甬榨 9 号”，不仅
让困扰农户多年的榨菜机械化采收
有了全新突破，而且实现了瘤状茎
亩均增产 10%以上。

收割机刀片翻飞处，暗藏宁波
农业科技人员十多年磨一剑的故事。

传统榨菜根茎基部贴地生长，
每年需要人工收割，从事榨菜种植
多年的王焕淼算过一笔账：单是收
割榨菜人工费至少 1500 元/亩。

余姚是“中国榨菜之乡”，全

市栽培面积 7 万亩。面对劳动力紧
缺的情况，每年的采收季成了农户

“甜蜜的负担”，大伙都盼着有一款
适合机械化采收的榨菜品种。

早在 10 多年前，宁波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作物所所长孟秋峰团队
就开始了榨菜机械化采收的研究。
通过分析榨菜基因组数据库，他们
将优质父本母本的基因进行精准配
对，确保每组“CP”都能产出理
想的后代。榨菜品种则从“甬榨 2
号”迭代到如今的“甬榨 9 号”，
榨菜的茎基“拔高”到离地 2 厘
米，首次达到了机械化采收的标
准。另外，新品种的每亩密度由 2

万株减少到 1.2 万株至 1.5 万株，密
度小了，单产反而增加了。

此时，近百公里外，海曙区洞
桥镇的吴冬荷农场刚运走 20 万株

“思壮 7 号”嫁接西瓜苗，奔赴多
个省份的瓜田。

在育苗大棚里，宁波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蔬菜所副所长严蕾艳托起
一盆肥绿的种苗，自豪地说：“这
可 是 800 份 南 瓜 种 质 资 源 里 ‘ 掐
尖’选出来的宝贝。”“思壮 7 号”
是瓜类砧木品种之一，适应多生态
区，它让宁夏沙地里长出江南甜
瓜、海南高温季产出脆爽红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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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良法”，书写蔬果“新”故事

4 月 11 日，在海曙区古
林镇万亩蔺草地里，传出

“叮叮”的敲击声，犹如动
听旋律在田间回响。原来，
这是农户在“敲网”，敲击
用的铁制工具与木桩碰撞，
便发出了清脆响声。在蔺草
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农户
就要开始打桩，然后罩上草
网，避免蔺草长高后出现倒
伏。接下来，他们还要根据
生长情况不断调整草网的高
度，直到6月迎来收割季。

（徐能 忻之承 摄）

“敲网”奏响

春之声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宁波等9个城市纳入

狂风突袭甬城
宁波天气上演“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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