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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典型案例的函

文号：交办运函〔2022〕7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近年来，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部有
关农村交通运输发展的任务安排，围绕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完善工作机制，加大
创新力度，强化支持保障，探索形成了一批好经验好做法。为指导各地结合实际持续深
入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部组织遴选了辽宁盘山“村
村通公交跑活城乡快递产业”等9个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参
考借鉴、学习推广。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2年5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典型案例

一、辽宁盘山：村村通公交跑活城乡快递产业

盘山县位于辽宁省盘锦市北部，下辖9个镇、4个街道、154个行政村，县域面积
2036平方公里，人口27.3万人。近年来，盘山县委县政府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合理布设
城乡客货运输服务网络，推行全域公交服务，打造优质服务品牌，深入推进农村客货邮
融合发展，畅通农村寄递物流微循环，撬动乡村振兴新支点。

（一）强化协同机制构建，营造融合发展环境。一是制定实施方案，编制农村客货
邮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涵盖政策机制、基础设施、流通体系、组织实施等内容，明确交
通运输、邮政、农业农村、商务、供销等部门职责。二是加强部门协同，定期召开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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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及时协调解决客货邮融合发展中体制机制障碍、建设用地审批等重点难点问
题；盘山县借助盘锦客运公交集团与中国邮政盘锦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契机，实现
客邮运力共享、客邮场站共用、交邮驿站共建。

（二）推进场站设施建设，夯实融合发展基础。镇级层面，将县政府投资建设的具
备公交中转和快递物流分拣功能的镇级中转站打造为“交邮驿站”，为群众提供公交代
运快件和农产品服务，统一收寄费用，规范服务标准；村级层面，选择村屯内地理位置
优越、靠近村委会、知名度广、商品类别齐全的大商店打造为“村屯驿站”。通过“交
邮驿站”“村屯驿站”建设，构建镇村驿站服务体系，目前已建设7个“交邮驿站”和
156个“村屯驿站”，有效解决了邮政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三）创新融合服务模式，实现运输资源共享。由盘锦客运公交集团统一购买新能
源公交车开展全域公交运营，积极探索依托全域公交的客货邮融合“1+1+N”（即：公
交+快递+生鲜电商、汽车服务、农产品加工等N个行业资源）模式，通过对人、车、
货、站、线等要素进行精准匹配，充分发挥“交邮驿站”“村屯驿站”功能，提供集公
交出行、快递物流和农产品购销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截至2021年底，已开通客货
邮融合公交线路11条，日均带货9000余件，为客运经营者增收8.1万元、驿站增收16万
元、邮政公司节约成本13.3万元。

（四）支撑特色品牌建设，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盘锦客运公交集团引进电子商务平
台“辽品汇”服务，对接商户和群众购销需求，以“交邮驿站”和“村屯驿站”为集散
点，以公交带货为物流载体，充分发挥客货邮融合发展协同优势，拓宽盘山县特色农产
品销售渠道。2021年4月至年底，依托客货邮网络销售农产品近百吨，销售额达210万
元，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二、吉林乾安：镇村公交与物流配送并网运行

乾安县位于吉林省松原市西部，下辖10个乡（镇）、4个国营农牧场、3个街道、
164个行政村，县域面积3616.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55万人，支柱产业主要包括杂
粮、肉羊、马铃薯生产加工、清洁能源以及文化旅游等。近年来，乾安通过客运站综合
改造、快递品牌整合等方式，发展“镇村公交+物流配送”并网运行新模式，推动当地
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有效提升了城乡物流服务效率，解决了农资下行“最后一公里”
和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问题。

（一）部门协同联动，形成政策放大效应。乾安县委县政府将农村交通服务作为重
要职能，纳入农业农村公共服务中心体系建设和机构设置。乾安县各相关部门主动将推
动客货邮融合发展与其重点工作相结合，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农业农村公共服务中
心建立了县、乡镇和行政村三级交通运输服务站点联络员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镇村公
交、客运约车、客货运输信息发布、快递小件带货等服务，实现了跨部门资源的信息协
同与资源共享。

（二）深耕服务站点，形成网络辐射效应。对县级客运站进行改造，在人员密集、
客货流通需求旺盛的乡镇新建运输服务站，在村一级依托商贸网点、镇村超市等建设农
村物流服务点，构建了由1个县级服务中心、10个乡镇运输服务站和169个农村物流服务
网点组成的三级交通运输服务站点体系。实现运输服务站点乡镇100%覆盖、行政村
90%覆盖，日均收发货物达3万件以上，有效支撑了农产品、农村生产生活物资、快递
包裹等的高效便捷流通。



（三）整合多方力量，形成资源叠加效应。县内物流企业“驿家人”整合圆通、中
通等多家快递运力，并与邮政、申通、韵达深度合作，全面代理乾安县域内快递的上下
行配送。开通“定时、定点、定线”的公交代运快件服务，实行“大件走物流、小件走
公交”。县级集散中心分拣出的小件包裹按村区域分包，交由城乡公交和镇村公交配送
至乡镇运输服务站和农村物流服务网点，推动快递品牌运力资源、本土物流下沉网点、
镇村公交运行线路优势互补。严格按照统一车辆、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统
一管理、统一结算“六统一”模式运营，物流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有效解决了农村
地区群众农用物资、电商等消费需求和农产品运输痛点。

（四）解决流通痛点，形成产业带动效应。乾安县瞄准农村地区群众农用物资、电
商等消费需求和农产品运输储存需求痛点，大力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通过“镇村公交
+物流配送”模式有效缓解乾安农用物资购买和农产品卖出的末端运输难题，有力提升
了城乡物流服务效率。农民群众打一个电话，城乡公交就能将农用物资运输到村内，也
能快捷方便地将农产品运输出村。依托“镇村公交+物流配送”系统，当地农副产品电
商蓬勃发展，年发货量超过260万件，产值超过5000万元，每户菜农每月可增收1000—
3000元。

三、江苏扬中：整合运输资源释放发展新动能

扬中市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东部，下辖4个镇、2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个省
级高新技术开发区、58个行政村，市域面积33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4.48万人。近年
来，扬中市将农村客货邮融合作为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整合运输资源，释放发展新动能，走出了一条以城乡交通建设促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的新路径。

（一）推进场站多能融合，形成覆盖城乡物流网络。按照“多站合一、一点多能”
的原则，对现有客运站、物流站点、村邮站等资源进行改造提升，建成“一中枢、六支
点、多终端”的节点网络。县级层面，建立1个县级农村物流和电商运营中心。镇级层
面，对既有客运站和物流站点进行改造，形成6个集客运、快递、邮政、电商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运输服务场站。村级层面，建设42个集快递、电商、超市等功能于一体的菜
鸟驿站，162个集邮政包裹、快递服务、便民代购等功能于一体的“邮乐购”站点。同
时，加密公共快递自提点和快递智能柜，实现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货运物流、邮政、快
递等农村物流服务全覆盖。

（二）整合运力资源，提供便捷高效物流服务。以综合运输服务场站为枢纽，以菜
鸟驿站等为节点，将客运运行网和物流配送网有机结合，充分利用城乡公交和农村客运
车辆捎带货物，实现客货同网，有效降低物流运营成本。截至2021年底，扬中市共有2
条农村客运班线、4条农村公交线路开展客货邮融合服务，通过在车辆行李区安装周转
箱、客车代运邮包等方式，为城乡居民提供了及时、便捷、低成本的小件代运服务。扬
中市开展客货邮融合发展工作以来，快件配送效率提高30%以上，快递企业平均配送成
本降低30%以上，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三）创新配送合作方式，实现城乡快递统一配送。扬中江天汽运公司牵头，联合
“四通一达”、顺丰等快递企业合资成立了扬中天捷城市配送有限公司，依托城区、新
坝客运站、八桥客运站的3个综合运输服务场站，整体负责市区范围内快递配送服务。



由扬中邮政公司牵头，与各快递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邮递员统一负责农村快递的收递服
务，将邮政快递和日用消费品共同配送，实现了农村地区群众“人在家中坐，快递到门
口，不出村里头，产品就运走”。

四、浙江宁海：“集士驿站”+公交邮路协同联动

宁海县地处浙江省宁波市最南部，下辖11个镇、3个乡、4个街道，337个行政村，
县域面积19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9.6万。近年来，宁海县改造原农村物流服务点，创
新建设集快递、政务、购销、金融等功能于一体的“集士驿站”，积极推进与公交邮路
协同联动，持续推动城乡客运、农村货运、邮政快递融合发展，实现快递进村、山货进
城、就业富民，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一）健全多部门融合机制，构筑农村物流生态联盟。一是分管副县长负责，由县
交通局牵头，会同农业、商务、供销、邮政、政务办等部门、单位和各乡镇（街道），
组建农村物流生态联盟（“集士驿站”）推进工作专班，多部门合署办公，形成工作合
力。二是组建由公交公司、快递企业、邮政公司等单位组成的农村物流生态联盟，吸引
50余家本地企业入驻“集士驿站”，助力土特产“走出去”，形成发展合力。三是制定
农村物流生态联盟发展标准，推动标准化管理；健全资金保障机制，明确对标准、示范
和旗舰“集士驿站”分别给予2万、4万和6万元补助，撬动相关主体投资积极性；将
“集士驿站”建设纳入各乡镇（街道）年度目标考核任务，形成建设合力。

（二）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创新集成客货邮服务功能。一是在村一级，整合多
部门资源力量，改造农村物流服务点创新建设50个“集士驿站”，优选农产品电商销售
达人、返乡创业青年、村级网格员等作为达人站长，为群众提供物流寄递、代销代购、
便民交费、助农取款、农财险办理等“一站式”服务，打造家门口的快递服务中心、农
产品代购代销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乡村邻里中心和农村创新创业中心，实现偏僻山村
从花费3-4个小时往返镇区取件到家门口取件的幸福转变。二是在乡一级，依托各客运
站和物流中心打造了6个客货邮综合服务站，承担乡镇快递分拣功能，并通过公交邮路
运输至“集士驿站”，日均快递包裹转运9000余件。三是在县一级，引进第三方平台企
业投资5000余万元整合本地“三通一达”快递、快运和零担等企业资源，建成县域快递
末端共配中心，引入自动化分拣线，日均处理能力达21万件，每小时操作量提升80%，
操作人员减少33%。通过布局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快递送达村户时间平均缩短0.5天，
实现快递统一揽收和直配农村，让农村地区群众可以“坐在家里收快递”。

（三）推动客货运力资源融合，实现多种运力共同配送。一方面，加速客货运力资
源融合，推动宁海县公交公司取得快递经营许可证，配备客货物理隔离的城乡客货邮公
交车，开通8条公交邮路、投入63辆客货邮公交车参与农村物流，配送能力达328.5万
件/年，降低农村物流成本20%以上，每年为宁海县公交公司创收70余万元。另一方
面，创新同城运力资源整合，推动美团、邮政、货拉拉等运力资源参与同城配送，实现
农特产品从农村至城区、日用品从城区至农村双向便捷送达，实现城乡物流大流通。

（四）深化智能数据信息化应用，大力拓展数字便民服务。一是搭建数字公交货运
平台，上线城乡公交速递服务，对每处驿站和车辆开展信息化、智能化、标准化改造，
利用政府部门开放共享的公交站点、运行线路、车辆调度等智能数据，实现物流信息跟
踪查询。二是开发“集士驿站”在线商城，推出本地农产品电商频道，搭建线上线下多
业融合平台，打通农产品、工业品和商贸品的城乡双向流通渠道，挖掘培育“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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