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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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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县金谷小米是康熙年间的御用贡品，被
誉为中国四大名米之一。咱家保证都是今年9月
新收的新谷子，足斤足两，家人们可以放心下单。”
仲冬时节，室外严寒，但金乡县蒜都发展电商直播
基地内一派热闹景象。

12月23日，记者在直播间内看到，圣丰谷源
米业的工作人员正和基地主播一起，热情洋溢地
推介金乡县的特色农产品。主播介绍声、键盘敲
击声、订单提醒音、打包带的“刺啦”声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独特的“电商交响曲”。村民忙碌地打
包商品，快递员有条不紊地揽收包裹，电商直播、
村民打包、快递揽收相互映衬，形成了一幅繁忙而
有序的画面。

近年来，金乡县以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为
抓手，加快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和电商产业深
度融合，县域内电商和快递行业迅速发展，实现了
快递进村、农业延链、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动能。2024年，金乡大蒜连续5年入选“全
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名单。

“现在村里都有快递点，家门口就能取件，寄
东西也方便。”谈及快递进村带来的变化，司马镇
周楼村村民周冰振说，“以前去镇上取件来回一趟
至少半个小时，很不方便，而现在只要5分钟。”

从“指尖”到“身边”的小幸福，依赖的是覆盖
面广、通行能力高的农村路网和便捷完善的快递
物流网络。

在金乡县邮政管理局局长吴媛媛看来，与水、

电、路、网一样，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是乡村振兴不
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的县乡村三级寄递
物流体系是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
保障。“在县城，我们有智能分拣中心；在乡镇，我
们打造了设有电商直播基地和公共物流配送中心
的快递电商产业园，还设置了400多个村级快递
便民服务站。”吴媛媛说。金乡县优化城乡寄递服
务体系，创新完善“政企合作”“邮快合作”“快快合
作”服务模式，全力打造县镇村三级寄递物流体
系，构建以4家直投快递公司+6家加盟式快递企
业组成的快递网络大平台，建成众通物流园和邮
政快递共配中心2个县级分拨中心、13个标准化
镇级快递集散中心，412个建制村实现了投递全
覆盖、村村皆通邮。在此基础上，选择具备发展基
础的乡镇，开通了8条客货邮融合线路，构建“一
点多能、一网多用、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城乡寄
递服务新格局。

按照“以点带面、示范带动”的方针，金乡县重
点培育相关企业开展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工
作，打造金乡邮政、快递专属品牌形象标识直播
间，打造“电商销售—定制包装—品牌推广—寄递
服务”四位一体的经营模式，供应链物流和电商平
台双向赋能。

一个个热闹的直播间，一条条流动的分拣线，
一辆辆奔驰在乡间的快递车，一件件如约抵达的
包裹……激荡着县域经济发展的澎湃动能，也为
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满满新活力。

“姐妹们，咱们要做移风易俗的推动者，培
育文明的家风、村风，红白事不要大操大办，拒
绝铺张浪费，给孩子们树立文明、节约的好榜
样……”12月21日，汶上县张楼村宣讲员张清
正在张楼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给姐妹们
宣讲。

张清围绕“反对浪费、文明办事”的主题，用
平实质朴的语言、生动真实的例子，号召大家从
自身做起，养成文明的好习惯。同时，志愿者发
放了《“爱粮节粮 拒绝浪费”倡议书》，对节粮
减损等文明风尚进行广泛宣传。志愿者和村民
围绕当下农村存在的铺张浪费等现象各抒己
见。志愿者对讨论过程中涌现出的“金点子”进
行梳理，归纳总结。

（本报记者 宋延坤 通讯员 夏利菲）

近日，清华大学举办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
站年会，会上举行了清华大学与济宁市兖州区
共建乡村振兴工作站签约和授牌仪式。兖州区
成为清华大学在我市设立的第3个乡村振兴工
作站，济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1市3站”城市。

我市与清华大学合作已久。2010年，市人
社局与清华大学合作共建“清华大学研究生社
会实践基地”，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2019年，
市人社局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立联系，会同
泗水县、微山县与清华大学就共建乡村振兴工
作站达成合作意向，先后于2020年12月、2021
年12月签约泗水站、微山站共建协议，正式启
动了济宁站点建设工作。2022年7月份，泗水
站正式揭牌运行。今年1月29日，清华大学在
我市举办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全国站点现
场交流会暨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微山站）
揭牌仪式。微山站成为济宁市第2家正式揭牌
运行的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济宁市“一市
双站”格局正式形成。

今年以来，市人社局指导兖州区积极与清
华大学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清华大学先
后派出5批30余名清华学子走进兖州，开展直
播助农、创意设计、宣传推介、支教交流、实地测
绘等活动，为兖州工作站的设立打下了良好基
础。合作共建乡村振兴工作站以来，我市先后
邀请28批次360余名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优
秀学子来济，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开展社会实践
活动，累计服务3700天次。期间，实践师生与
地方围绕党建结对共建、乡村发展调研、文创产
品设计、乡村旅游规划、公益救助、教学培训等
项目开展调研座谈120余次，举办培训讲座42
场，编写实践报告20.5万余字，开发乡村文创
作品60余套，改造闲置房屋面积3450平方米，
引进各项建设投资1766万元，实践活动受到广
泛欢迎和好评。

据了解，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是在清
华大学党委领导下，由清华建筑学院发起的一
项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公益项目，通过与地方政
府共建实体站点，满足师生扎根乡村开展长期
驻点服务需求，为地方提供乡村环境改善、产业
发展、组织建设、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
专业支持。自成立以来，已与全国23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36个地市区县签订共建协议。

（本报记者 万德龙）

我市与清华大学合作共建

第3家乡村振兴工作站

“新谷子，足斤足两，放心下单”
快递进村+农村电商让金乡农产品走向全国

本报记者 苏茜茜 通讯员 满广宇

在家门口就能给顾客发快递，这让金乡县兴隆镇苗刘村村民马龙思喜笑颜开。今
年，他种了2亩冬桃，收到订单，在自家桃园摘了桃以后，直接从村里把包装好的快递发
向全国，省时又省力。从直播间到分拣线，一件件农产品借助快递网络走出鲁西南。

宣讲好风气

“今年10月份以来，气温比往年偏高，导致小
麦出现了长势过旺的现象。当前阶段，我们的主
要任务是控旺促壮，控制地上部分过快生长，使地
上和地下部分的生长相协调，为明年的高产奠定
坚实基础。”12月24日，济宁高新区城乡统筹发
展局农学博士段钢强说。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冬小麦田间管理工作进
入关键时期。为确保冬小麦能够安全越冬，并为
来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近日，济宁高新区接

庄街道乡村振兴服务队联合区城乡统筹发展局邀
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小麦种植户送上一
场“及时雨”。在接庄街道丁庄村农田中，农业技术
人员与小麦种植户一起察看了小麦的长势和土壤
墒情。针对当前小麦生长的总体情况，农技人员
也给出了精准的意见和建议。“农业专家来到我们
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冬季小麦安全管理工作，对我
们来说非常及时，期待明年能有个好收成。”济宁高
新区接庄街道丁庄村村民孔存斌说。

田间“把脉”确保小麦安全越冬

本报记者 王艳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