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建设⾼质量邮政快递物流体系

助⼒乡村全⾯振兴的意⻅

豫政办〔2024〕47号

各省辖市⼈⺠政府，济源⽰范区、航空港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

  为深⼊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和推进乡村全⾯振兴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我省邮政⽹络资源优

势，⾼质量打造邮政快递物流体系，提升邮政服务“三农”能⼒，更好助⼒乡村振兴，奋⼒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新局⾯，经省

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请认真贯彻落实。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贯彻党的⼆⼗⼤和⼆⼗届⼆中、三中全会精神，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优化完善邮政快递基础设施布局，深化邮政⾏业

体制机制改⾰创新，推动邮政、交通运输、商务、供销、农业农村、⾦融等领域资源融合，完善农村寄递物流公共配送体系，开展农

村运输服务提升⾏动，打造全国交邮融合发展标杆，更好满⾜农村、农⺠⽣产⽣活需要，服务现代化农业，促进农⺠创业增收，有效

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步伐，全⾯推进新时代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河南实践。

  2024年，打造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10个，乡镇公共配送服务站50个，“⼀站式”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1000个以上，客货邮融合

线路不低于230条。2025年，打造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15个，乡镇公共配送服务站70个，“⼀站式”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2000个以

上，客货邮融合线路不低于260条。到2026年，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达到50个，乡镇公共配送服务站达到200个以上，“⼀站式”村级寄

递物流综合服务站达到5000个以上，客货邮融合线路达到300条以上。基本形成设施完善、功能健全、集约共享、双向畅通的邮政助⼒

乡村振兴服务体系，建成县域有中⼼、乡镇有节点、村村有站点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实现县域范围建制村24⼩时内投递送达；培育

300个优质农产品纳⼊“豫农邮选”品牌；打造15个年业务量超过千万件的邮政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邮储银⾏3年内累计在我省投放涉

农贷款不低于3000亿元。

  ⼆、重点任务

  （⼀）布局完善共配体系，提升节点集聚功能。

  1.改造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持利⽤交通运输、邮政、快递、商务、农业农村、供销等现有场地设施，建设集邮快合作、农村

客运、农村电商、农产品展销等功能于⼀体的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励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配备⾃动化分拣系统，因地制宜实

现县（市、区）到乡镇、乡镇到村或县（市、区）直接到村的统⼀仓储、集中分拣和共同配送，提升县（市、区）物资下⾏和农副产

品上⾏的运输服务效率。（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农业农村厅、发展改⾰委、邮政管理局、供销社、中国邮政河南分公

司）

  2.拓展乡镇节点功能。按照便⺠、集约、⾼效原则，因地制宜，利⽤乡镇客运站场、农村公路养护站、邮政⽀局、农村电商、供销

社等站点资源，打造区域性乡镇公共配送综合服务站，满⾜邮件快件收发、零担货物临时中转、客运⻋辆临时停靠等需求，实现辐射

周边、集散共配的功能，通过叠加农村电商、政务便⺠、普惠⾦融等业务增强公共服务能⼒。（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商务厅、

农业农村厅、邮政管理局、供销社、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3.推动村级综合便⺠服务站转型升级。依托村委会、乡村商超、村级电商服务点、邮政村级综合便⺠服务站（含村邮站、邮乐购

等）等资源，打造具备快递收投、农村电商、政务服务、⽣活缴费、交通运输、农资销售、普惠⾦融等功能的“⼀站式”村级寄递物流综

合服务站，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励推⼴“⼀村⼀站⼀⼈”模式，设⽴乡村寄递物流收发公益性岗位，重点保障脱贫村、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乡村建设⽰范村，⿎励聘⽤防⽌返贫监测对象等农村低收⼊⼈员。（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商务

厅、邮政管理局、供销社、⼈⼒资源社会保障厅、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改⾰创新运营模式，提升⼀体发展⽔平。



  4.强化客货邮合作。按照市场化原则，积极培育农村客货邮市场主体，⿎励县域内邮政、快递、农村客运、货运物流、电⼦商务等

企业加强协作，选择或组建具有较强协调整合和持续运营能⼒的企业作为运营主体，共建共享设施、运⼒、装备、⼈员等资源，在融

合发展中实现合作共赢。（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农业农村厅、邮政管理局、供销社、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5.促进邮快合作。⿎励邮政快递企业深度合作，发挥农村地区邮政⽹点完善、配送⽹络村村通达优势，优化末端配送渠道和线路，

推动寄递物流向村覆盖、向⼾延伸，畅通快递进村“最后⼀公⾥”。（责任单位：省邮政管理局、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农业农村厅、中

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6.推动政邮合作。推进政务服务“⾼效办成⼀件事”⼯作，⿎励依托县、乡、村三级邮政⽹点打造“⼀⻔式”办理、“⼀站式”服务的便

⺠服务点，贴近群众需求提供出⽣、⼊学、⽣活、退休等⼀体化服务。⽀持邮政快递公司进驻政务服务中⼼提供寄递服务。发挥邮政

通政功能，开展警邮、税邮等合作，实现“只进⼀⻔”“最多跑⼀次”。（责任单位：省⾏政审批政务信息管理局、交通运输厅、商务厅、

农业农村厅、公安厅、税务局、邮政管理局、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三）整合升级运⼒装备，提升运输服务质效。

  7.推动配送运⼒共⽤共享。⽀持农村客运⻓期稳定运⾏，发挥农村客运直达⾏政村⽹络优势和邮政服务在农村末端寄递中的基础性

作⽤，推⾏城乡客运班⻋、“村村通”客⻋代运邮件、快件模式，在确保安全、保障群众乘⻋需求的前提下实现邮件、快件快速送达。在

邮政快递、货物包裹量⼤的地⽅，⿎励发展定时、定点、定线货运班线，提升投递效率。（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农业

农村厅、邮政管理局、供销社、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8.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适配⻋型。⿎励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主体选⽤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适配⻋辆。按照《乡村客⻋结构和性

能通⽤要求》规定，利⽤⾏李舱或物品存放区发展邮件快件等物品运输，提升运输效率和安全保障能⼒。（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

厅、商务厅、农业农村厅、邮政管理局、供销社、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9.应⽤标准化智能化绿⾊化装备设备。⿎励企业按需配备标准化物流周转袋（箱）、托盘等装备，探索建⽴循环共⽤装备体系；在

邮件、快件寄递过程中推⼴应⽤条形码、射频识别、电⼦运单等；加快推进智能扫描终端、智能邮箱、智能快递柜等设备应⽤。⿎励

使⽤低克重、⾼强度纸箱和免㬵纸箱，通过优化包装结构减少填充物使⽤量，推⼴使⽤绿⾊快递包装物。持续加⼤农村物流领域新能

源⻋辆推⼴⼒度，提⾼新能源⻋辆使⽤⽐例。（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农业农村厅、邮政管理局、供销社、中国邮政河

南分公司）

  （四）数字赋能物流体系，提升便⺠服务能级。

  10.加强信息互联互通。引导交通运输、邮政、农业农村、商务等部⻔加强数据共享，推进涉农产业、合作社、农⼾等各类信息平

台标准互认、系统对接、数据共享、服务互补，提升综合服务能⼒和信息化⽔平。加强数据综合利⽤，利⽤信息⽹络平台提供市场信

息、农资供应、交通出⾏、商品购销、物流寄递等“⼀站式”服务。（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邮政管理局、供

销社、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五）建⽴健全制度体系，提升规范安全⽔平。

  11.规范运营作业。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主体要规范邮件、快件等货物交接⼿续，及时、准确填制运输与配送凭证，确保品类、数

量核对⽆误；规范配送流程，以便利⽅式告知收件⼈提取⽅式及查询、投诉渠道等相关信息，保证货物及时、安全、准确送达。加强

市场监管，收费项⽬要按照规定明码标价、上墙公⽰。⿎励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主体制定设施、装备、运营服务、标志标识、信息

化、统计等相关标准。（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邮政管理局、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12.提升农村寄递安全⽔平。加强对邮政快递业的监督管理，加快实施寄递渠道安全监管“绿盾”⼯程，有效落实收寄验视、实名收

寄、过机安检制度。推动县域邮政、快递企业配备安全⽣产管理⼈员和符合标准的设施，加强安全⽣产教育培训。落实《禁⽌寄递物

品指导⽬录》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满⾜鲜活农产品寄递服务需求。（责任单位：省邮政管理局）

  （六）服务⽀撑乡村产业，提升转型发展动能。

  13.推进农产品冷链建设。⽀持邮政系统、供销社与其他社会资本合作，依托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物流园区等共建共⽤冷链仓

储设施，配备冷藏和低温配送设备，提升农产品冷链服务⽔平，实现农产品预冷保鲜、低温分拣、冷藏仓储，为农产品急速送达建⽴

“绿⾊”通道，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邮政管理局、供销社、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14.促进乡村⽂化和旅游发展。依托⻛景名胜区，历史⽂化名城、名镇、名村，重要农业⽂化遗产地，特⾊景观旅游名镇，传统村

落和乡村休闲旅游点等，合理布局建设主题邮局，提供集邮产品、旅游纪念品等销售服务，丰富乡村旅游内容。⿎励采⽤多种形式宣



传、销售具有地⽅特⾊的服饰、⼿⼯艺品、农特产品等，为乡村旅游提供便捷寄递服务，推进乡村⽂化旅游等产业与寄递服务融合发

展。（责任单位：省⽂化和旅游厅、农业农村厅、邮政管理局、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15.提升乡村振兴⾦融服务⽔平。⿎励整合银⾏、保险等⾦融资源，搭建政银合作⽀农融资服务平台，通过联合开展“送贷下乡、送

贷进村”活动，探索建⽴“政银村企农”精准对接、融合发展模式。围绕粮⻝安全、种业振兴、乡村产业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乡村

振兴重点领域，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和产品，加⼤贷款投放⼒度。加⼤涉农⾦融服务供给⼒度，向农村地区提供⽀付结算、融资、保险

等普惠性⾦融服务。（责任单位：省委⾦融办、省农业农村厅、邮储银⾏河南省分⾏、中邮⼈寿保险河南分公司）

  16.促进农村电商融合发展。⿎励电⼦商务与快递物流融合互促、协同发展，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农产品出村进城⼯程，

发展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借助“邮政919电商节”和“农⺠丰收节”等活动，开展多样化农产品促销活动，畅通助农渠道。⽀持建设农副产

品直播电商基地，举办电商直播⼤赛，开设农产品销售专区，推动特⾊农产品宣传和⽹络销售。（责任单位：省邮政管理局、农业农

村厅、商务厅、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17.加强“豫农邮选”品牌培育。依托重点产业，提升农产品源头组货和品控管理能⼒，深⼊发掘优势特⾊产业集群和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范园等资源，建设农产品基地，打造⽼家河南特⾊、全国知名的“豫农邮选”品牌，并将其纳⼊“豫农优品天下⾏”活动范围。设⽴

农特产品预处理中⼼，加强仓储物流基地建设，打造“邮政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区。采取“驻村”“进⼚”等⽅式，对接家庭农场、农⺠

合作社、农业产业化⻰头企业，为农产品上⾏提供专业化供应链寄递服务，推动“互联⽹＋”农产品出村进城。（责任单位：省邮政管理

局、农业农村厅、商务厅、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

  三、保障措施

  （⼀）健全⼯作机制。⾼质量打造邮政快递物流体系是助⼒乡村振兴的⼀项基础性⼯作，需要进⼀步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责任分

⼯，压实⼯作责任，省政府建⽴⼯作协调机制，研究推进有关⼯作，及时协调解决重⼤问题。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牵头协调，省农业农

村厅、商务厅、邮政管理局、供销社、中国邮政河南分公司等部⻔和单位要加强协作配合，建⽴会商机制，合⼒推动各项⽬标任务落

地落实。各省辖市政府和济源⽰范区、航空港区管委会要参照省级做法建⽴相应⼯作机制，制定实施⽅案，细化⽬标任务，落实属地

责任。

  （⼆）强化⼟地保障。各地、各部⻔要将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围，补短板、强⽹络，提升综合服务能

⼒。对需要新建、扩建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和乡镇公共配送综合服务站的，要依法依规给予征地⽀持。在符合规划、不改变⼟地⽤

途的前提下，利⽤现有存量⼟地建设仓储、包装、运输装卸等邮政快递物流功能的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和乡镇公共配送综合服务

站，可实⾏继续按原⽤途和⼟地权利类型使⽤⼟地为期5年过渡期政策，过渡期满后，应按新⽤途、新权利类型，以协议出让⽅式办理

供地⼿续。

  （三）强化资⾦保障。严格落实财政事权和⽀出责任，整合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商务等部⻔既有政策，统筹利⽤中央和省级专

项资⾦，研究出台促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持政策，引导快递进村出村，扩⼤农村地区上下⾏业务量。市场化不能覆盖的地区，各地可

结合实际选择合适共配主体，⼤⼒发展共同配送，并可综合考虑农村地区邮政快递上下⾏业务量和运营成本等因素给予适当补贴，确

保应达尽达、双向畅通。

  （四）强化宣传引导。各地、各部⻔要充分发挥电视、⼴播、报刊、⽹络等渠道作⽤，通过现场会、培训讲座、专题报道等多种

⽅式，⼤⼒宣传涌现出的创新举措、典型案例等，推进“豫农邮选”品牌持续性和常态化传播，提⾼社会关注度，形成各⽅共同关⼼、⽀

持和参与邮政服务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

  2024年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