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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是
服务和品质

任 远

快递末端投递是快递服
务 链 条 的 最 后 一 环 ，直 接 影
响 着 消 费 者 的 购 物 体 验 。快
递 柜 与 驿 站 间 的“ 最 后 一 公
里之争”，说到底争的是服务
和品质。

事实上，关于“最后一公
里”的吐槽一直未间断。快递
柜兴盛之时，因其向收件人收
取超时费用，没少挨唾沫星子，
后来驿站兴起后，一些快递员
将“送货上门”默认为“客户自
取”，由此引发的与消费者的争
执和矛盾时常发生，“快而不
递”成为行业痛点。

在品质为王的当下，服务
才是物流末端之争的关键。消
费者是用脚投票的，要想在这
场竞争获胜，不光要提升效率，
更要提升服务质量、改善消费
者的体验感。毕竟好的服务才
是让企业在市场中长青的根
本。在这一方面，相关物流企
业还得多想些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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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任远

“门口的快递柜撤柜了。”最近，住在株
洲日报社宿舍楼的刘女士被快递员告知，原
本位于大门附近的快递柜撤走了，“对面菜
鸟驿站把生意抢走了，快递都放那去了。”

记者走访多个小区发现，快递柜撤柜并
非只此一处。我市多个小区的快递柜布点发
生调整，部分快递柜停止运营。曾经红极一
时的快递柜，在末端物流“最后一公里”的争
夺战中呈式微之势。

现象：快递柜悄然撤柜
中泰财富湘江一栋楼下曾快递柜扎堆。

“进门处，丰巢、富友和中邮速递易三家公司
的快递柜一字摆开，看着颇为壮观。”住户李
女士告诉记者，不知从何时起，中邮速递易
的快递柜不见了，只剩另两家公司的柜子还
立在那里。

其他区域也有快递柜撤走的现象。金丰
小区的一位业主说，几个月前，小区楼下的
快递柜撤走，大家更愿意去菜鸟驿站取货。
距离其不远处的香草园等小区，部分快递柜
也已撤走。

“这些快递柜的使用率不高，放在那里
还要收取电费、物业管理费，自然就被撤
走。”快递员刘先生说。

在快递行业干了 6 年多，刘先生见证了
快递柜的发展史：“刚出来那会儿，用的人很
多，经常一柜难求。快递员们为了抢柜子，都
要赶早去投递。后来各类驿站出现，许多人
更习惯将包裹放到驿站里。现在再去快递柜
投递，基本随时都有空柜。”

记者联系到一家快递柜管理公司。该公
司工作人员坦言，他们确实撤走部分小区的

快递柜，对快递柜布点进行优化布局。

分析：“驿站的体验感更好”
我市的快递柜基本为双向收费。根据使

用的快递柜大小，快递柜管理企业向快递员
收取 0.2 元至 0.3 元/格的存放费。超过免费
存放时间的，则向收件人收取 1元至 4.5元不
等的超时管理费。驿站一般为单向收费，如
菜鸟驿站对快递员的收费为 0.3 元至 0.4 元，
大约为快递柜的两倍。即便如此，许多快递
员仍然更青睐菜鸟驿站。

“驿站的体验感更好。”快递员陈先生
说，驿站能存放的快递更多，也更方便，就快
递员而言，将包裹投放至快递柜，需要自己
逐个录入，一不小心还容易将包裹弄混、出
错，而驿站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快递员快速录
入信息，收件人遇到问题时，也能现场提供
协助。

从客户角度来看，驿站不向消费者收费，
受到许多人欢迎。“很多人常常一忙起来便忘
记及时去快递柜取包裹，错过免费存放时间
而被收取费用。一次收取一两元，累计起来也
是一笔不小的金额。”陈先生说。

关于快递柜向用户收取超时费的争论曾
引发舆论。2020年年底，丰巢快递柜因违反反
垄断法、向用户收取超时费遭投诉事件，接连
被罚款。去年，中消协再次点名“智能快递柜
超时收费引不满，并举例丰巢快递柜”，又一
次将丰巢快递柜收费问题推向舆论风波。

种种原因使得快递柜的使用率下降。
“以中建·御山和苑周边为例，使用率下降了
一半以上。”陈先生估算。

数据：快递柜收支难平衡
如今，快递柜生存十分艰难。

快递柜运营商的营收模式主要包括四
个方面：向快递员收费，向用户收取超时费
用，柜体广告费和其他增值服务。快递柜成
本包括柜体成本、场地租金、设备折旧、铺设
代理佣金、维护维修和电费网费通信费、管
理费等。

“快递柜使用的人少，仅靠上述几项收
入，很难实现支出平衡。”一位长期关注快递
柜领域的分析人士指出。

根据顺丰 2021年 1月 7日发布丰巢开曼
融资公告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丰巢开曼实
现营业收入约为 14.6亿元，亏损约 8.46亿元。
2019 年全年，丰巢开曼亏损 7.81 亿元。据了
解，从 2016年开始丰巢就一直处于烧钱状态。

声音：老百姓态度不一
对于这场末端物流之争，消费者对于竞

争者持不同态度。
许多人更倾向去驿站取件。
市民刘女士说，驿站不向消费者收费，

即使由于出差、工作忙等原因没有及时取
件，也不会被收费。

也有不少市民支持快递柜。
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市民高女士说，

因为上班早出晚归，放在菜鸟驿站的快递经
常因为驿站没在营业时间而 拿 不 到 。如 果
快 递 放 在 快 递 柜 ，就 不 存 在 这 样 的 问 题
了。她还吐槽道，以前包裹放在快递柜，会
有快递小哥电话提醒，并收到取件短信，
而自从有了菜鸟驿站后，许多快递员将包
裹往驿站一放了之，既无电话也无短信提
示，要靠自己查询，“才知道包裹已经被放在
了菜鸟驿站。”

“如果是普通物品也就算了，有些生鲜
产品哪里能经得住这样放呢？”高女士说。

上一周，对于株洲市民来
说，记忆最深刻的是降雪量达
36毫米的那一场特大暴雪，以
及那些通宵达旦战冰雪、斗严
寒，用心用情保安全、保畅通
的忙碌身影，因为他们用行动
彰显了细微之处见精神、关键
时刻见担当的株洲气质，也让
大家对于冰雪过去是春天有
着更加切身的理解与期盼。

市委、市政府及时安排部
署，气象部门精准预测、提前
预警，公安、交警、市政、环卫、
交通和水电气供应等部门未
雨绸缪，做好人员物资储备，
制订详实应急预案，全员上岗
启动“人等雪”模式，吹响抗冰
雪、保安全、保畅通、保民生的

“集结号”。
道路因暴雪堆积、树枝倒

伏而阻塞，车辆因拥堵、打滑
而抛锚，在这些灾情最严重的
地方，到处涌现着一个个迎难
而 上 的 身 影 ；全 市 159 条 电
力 供 应 线 路 突 发 故 障 ，国 网
株 洲 供 电 公 司 出 动 近 2600
人 次 的 施 工 人 员 ，顶 着 纷 纷
扬 扬 的 雪 花 ，通 宵达旦进行
抢修，紧急恢复 33 万余户居
民供电。

特大暴雪就像一道考题，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行动就是
答案，体现出各级政府职能部
门在关键时刻全力以赴、守土
尽责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体现出广大党员干部以雪为
令、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精
神风貌与时代品格。

暴雪只是市民生活中的
一个匆匆过客，发展才是建设
幸福株洲的永恒主题。市委书
记和市长特邀 6 位进入 2021
三湘民营企业百强榜单和株
洲民营企业 50 强榜单的企业
家共进早餐，通过“边吃早餐
边聊天”这一新的政企交流形
式，让企业家在轻松愉悦的氛
围中，说实情、讲真话，积极建
言献策，加速促推今年新增市
场主体 6.2 万家目标的实现。
企业家在“早餐会”所提出的
一些建议和诉求，在短短几天
就获得反馈与回应，一系列推
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连
锁动作已在发力。

一场“早餐会”，吃出“发
展 味 ”，不 仅 传 递 出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培 优 做 强 做 大 ，加 快
株 洲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明 确 信
号 ，同 时 也 让 凝 心 聚 力 加 油
干 、只 争 朝 夕 谋 发展的实干
精 神 ，在 这 里 得 到 最 生 动 的
诠释。

冰雪过去是春天。有一个
锚定大局、思路清晰、改革创
新的领导班子，有一支勇于任
事、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的干
部队伍，我们有理由相信，“幸
福株洲”的未来之路将会越走
越宽敞。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胡乐

2月 22日，陈柒林家祖坟旁新增了
一个坟堆，白色的花圈在竹林里格外
醒目，但埋在里面的人，却和陈家没有
任何血缘关系。

2 月 19 日，84 岁的熊云贵去世。这
个来自益阳安化县的孤寡老人，在攸
县黄丰桥镇湖厂村高瓦组陈柒林家生
活了 40年。陈家从最开始收留这个“打
工仔”，到后来当成家人一样对待，两
代人接力无微不至照顾，直至他去世。

在争议声中收留了这个
外地“打工仔”

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全
国各地迎来经济建设的热潮。

攸县黄丰桥镇湖厂大队瓦子坪生
产队的窑瓦厂生意红火，不光村民在
家门口挣到了钱，还吸引了不少外地

“打工仔”。
熊云贵就是“打工仔”之一。1980

年初，远在安化县清塘铺镇的熊云贵
跟随老乡来到了瓦子坪生产队，当时
已 42 岁的他因家境贫寒，还是“老光
棍”一条，便在瓦子坪生产队的窑瓦厂
砍柴挣钱。

这一干就差不多三年时间。
1982 年底，窑瓦厂因效益不好关

门。熊云贵没了工作，也没了收入，加
上还欠了点债，老实巴交的他不愿意
回老家，于是便在当地寻找门路。

当时，陈柒林的家境在村里算比
较好的，因为他的父亲陈望华是一名
屠宰员，这工作在当时可是十分吃香。

“那个时候我们三兄妹都还小，加
之分田到户后，搞大包干，我家承包了10
亩责任田，父亲经常在外杀猪，母亲一个
人忙不过来，看到熊伯伯没地方去，便收
留了他，让他在我家干干农活，给他开工
资。”陈柒林说。

不过，父亲陈望华这一举动，在村
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陈柒林说，为
此，当时的村秘书沈根华还帮忙写了
一份 2000 多字的汇报材料，上交给县
政府，但半年时间过去，一直没见答
复，陈家也就认为政府默许了这一“雇
佣”行为。

干满一年后，陈望华除了给熊云
贵发工资，还给了他路费和土特产，让
他回家过年。

原本以为，熊云贵会留在老家务
农，可 1984年的春节还没过完，他便提
着行李，又回到了陈家。

“熊伯伯说家里太穷了，自己又是
一个人，觉得在我们家打工好，有白米
饭吃，自己可以不要工钱。”陈柒林说，
父亲对于熊云贵的回来也颇感无奈，
便只好收留他，而这一留，就是 40年。

父亲去世前叮嘱要为
“伯伯”养老送终

熊云贵孤单单的一个人，在陈家
的生活，让他有了家的感觉，而陈家也
没有把他当外人。

在高瓦组，其他村民也逐渐认可
了这个“外人”。

“他有时候也会帮其他村民家干
农活，人非常好，大家都很喜欢他。”湖
厂村村委书记何文德告诉记者。

2013 年，66 岁的陈望华突发疾病
去世。在他去世前，他叮嘱陈柒林要照
顾好熊云贵。

在攸县农村，老人家在生前有提
前给自己准备棺木的风俗。“父亲在给
自己准备棺材的时候，也请木匠给熊
伯伯打了一副。”这在陈柒林看来，父
亲是准备要给熊云贵养老送终。

此时，78 岁的熊云贵已是风烛残
年，对于陈家来说，他不仅做不了什么
农活，其赡养问题反而成了一个负担。
这个时候的陈家并不富裕，是普通的
农民家庭，陈柒林上有母亲要养，下有
两个女儿在读书，只靠自己在当地的
煤矿挖煤来养家糊口。一些村民建议
他把熊云贵送回老家，但他并没有这
么做。

“父亲在去世前就交代我了，要我
为熊伯伯养老送终。”陈柒林说，“熊伯伯
在我 10多岁的时候来到我家，辛苦劳作
了几十年，早就是我们的家人了，不能因
为他现在老了，我们就赶他走，去世的父
亲也不会答应，这是两代人的承诺，一
定要做到。”

一场风光葬礼为两代人
的接力画上句号

即便生活并不富足，但陈柒林并
没有因此亏待过熊云贵，他们三兄妹
逢年过节都会给熊伯伯添置新衣服，
并且包红包给他。“他都不要我们的
钱，说没地方花，吃住都在我家，也不
好意思再要我们的钱。”陈柒林说。

2017年 8月，陈柒林将熊云贵送回
到了阔别几十年的老家，顺便将他的
医保、低保等手续办理好，在小侄儿家
里住了半个月后，熊云贵让陈柒林把
他接回了攸县的“家”。

今年 2 月 19 日早上，84 岁的熊云
贵去世。陈柒林本想亲自为这位相处
了 40 年的熊伯伯，操办一场风光的葬
礼，可他当天晚上就住进医院。由于常
年在煤矿工作，他患上了矽肺病，以前
还能在家靠制氧机维持生命，现在必
须住院治疗。

熊云贵去世后，村支书何文德第
一时间和他老家的村干部取得了联
系，询问对方有什么风俗需要遵循的，
对方除了感谢外，还让熊云贵的三个
侄儿来参加了葬礼。

陈柒林的两个妹妹也赶了回来，
附近的村民也纷纷前来帮忙。

在农村，红白喜事都会有收礼的
习俗，可还在医院病床上的陈柒林再
三嘱咐何文德，熊伯伯的葬礼，不能收
村民一分钱。

还在躺着输液的陈柒林声音有些
嘶哑，“很遗憾没能把熊伯伯亲自送
上山。”

在村支书何文德的主持下，2月 22
日，躺在棺材中的熊云贵，在敲锣打鼓
和鞭炮声中，被安葬在了陈家的祖坟
旁，他将永远安睡在这片异乡熟悉的
竹林中。

天虹商场内，市民在挑选服装。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张媛

雨雪过后，草木萌动，春天正式上线。
人们迫不及待地换下冬装，迎接轻盈的春
天，春装也迎来了黄金销售季。

然而，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因前期
天气遇冷，春装销售失去前一个多月的黄
金时间，就算春天推迟发力，在二批市场，
春款销售遇冷已成定局。从去年冬季起，
季节乱了节奏，也乱了服装人的步伐。纵
观冬春服装销售，虽都受到一定程度影
响，但批发市场与商场风景各不相同。

二批市场普遍亏损
2月 22日中午，服装批发老板肖友智

走出直播间，望着下得越发起劲的雪，满
脸愁容。年前刚想尽办法腾开冬装备货春
装，上周正紧锣密鼓发货，这雪一下，今年
春装补货无望了。

往年 2 月中下旬，湖南气温大致在
7℃~15℃，最高气温可逼近 30℃。然而今
年 2 月，前 20 多天里，气温一直在 0℃~
6℃徘徊，春意压制，春装消费也不得劲。

雨雪过后，春天赶忙上线。各大商场
里，春款销售迎来小阳春。然而，记者走访
服装市场发现，往年同期抢货的场面不
再，市场进货人寥寥无几。批发商们只得
转战线上，去线上截取流量。

“在以往，稍厚春款在年前就已销售，
到 3月中旬基本接近尾声。4月起，夏款就
将大量上市了。”株洲服饰产业链秘书长、
欧洲城负责人吕雄路介绍，目前虽然天气
转暖，但前期压在各零售门店货急需出
手，对于二批市场来说，今年机会不多，春
装遇冷已成定局。

线上销售也并不可观。吕雄路所在的
欧洲城目前主要的供货对象为各大线上
平台，目前补货的也很少。按照目前天气
趋势，今年很可能直接从冬装过渡到夏
装，春装只能在仓库休眠，等待秋天开启。

权威人士介绍，这个冬天，芦淞服装
市场各批发商们销售普遍下降 45%以上，
80%在亏本的边沿徘徊，不少本土品牌直
接放弃开发春款，等待夏装上市。

商场业绩未减
服装批发市场遇冷的背后，到底是什

么原因？
记者走访天虹、神农城等株洲多个品

质商场发现，冬春装遇冷的现象并未发
生，只是时间稍有推迟。记者在天虹商场
看到，靓丽春款占据着各品牌店的主陈列
面，各色衬衣、裙子、风衣……春的气息扑
面而来。

艾琳品牌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应
对天气的变化，冬季温暖的前半段，她们
主推大衣，低温为主的后半段则主推羽绒
服，差异化营销让其冬装几乎销售一空。
目前，该店铺春装销售也逐渐开启，不过，
整体形势确实不如往年。

短暂的两天晴天后，明日开始，连续
雨水再次上线。从去年冬天起，株洲天虹
商场也纷纷开展雨季营销的宣传与投
入，推出到店送伞、报销车费等优惠活
动，并增加了现场烘干、免费热饮等温馨
服务，配合线上配送和直播活动，有商场
表示，去年冬天到现在，销售业绩同比还
略有上涨。

二批市场与商场，销售差别为何如
此大？

“这与目标消费群体有关。”肖友智表
示，目前线上主要为中低端产品，线下消
费群体更注重品质，现场消费仍是他们的
主要方式，雨雪天气对他们影响不大。

而对于中低端消费者而言，便捷和便
宜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为抢占客源，线
上平台开售一年比一年早，甚至 6 · 18 电
商节就开始了秋冬款出售，提前消耗了消
费需求。肖友智表示，与天气原因相比，这
才是二批市场今冬遇冷的主要原因。

季节乱了节奏

冬春服装销售
批发、零售“两重天”

两代人40年接力
为毫无血缘的“伯伯”养老送终

冰雪过去是春天
侯德怀

“驿站把生意抢走了”部分快递柜败走小区
末端物流“最后一公里”，“站”“柜”争夺战加剧

上接A1版① 实现了粮
食生产从“天说了算”变“地争口
气”的转变。

资金投入多元：从
“政府主导”变“共同事业”

这几天阳光正好，攸县皇图
岭镇鹏江村的田间地头迎来了
久违的繁忙——挖掘机的轰隆
声时缓时急，新修的高标准农田
不断向远处延伸，硬化后的沟渠
内流水潺潺。

鹏江村是湘赣边区村，由于
地处偏远加上水资源匮乏，当地
老百姓耕作不便，导致大部分耕
地撂荒，无人耕种。

去年年初，攸县将鹏江村纳
入皇图岭镇万亩粮食生产核心
示范区，启动 4400 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对一批山塘、渠道、拦河
坝等进行集中改造，让农田重振
雄风。

“我们几十年都没有耕过这
样好的田了。”望着项目区内集
中连片、设施完善的农田，当地
村民陈红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农田高标准，意味着高投
入，资金从何而来？

“我们在充分利用上级项目
资金的基础上，还充分撬动社会
资本和金融资本，让资金筹措模

式从‘政府主导’变成‘共同事业’。”
攸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彭
德介绍，去年攸县出台《攸县水
稻种植区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实施方案》，统筹整合稻谷补
贴资金 1900 多万元，撬动种植
大户等经营主体投入 700 多万
元，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

而在醴陵市，当地农业农村
部门还与平台公司、金融机构等
开展合作，吸收金融和社会资本
等领域投资支持农田基础设施
建设。“比如，我们与渌江集团开
展合作，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农业
产业园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张勉向记者透露。

“我们还通过加大宣传力
度，按照群众自愿、承包关系不
变、土地性质不变的原则，引导
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市农业农
村局党组成员张芳介绍，资金
的多元投入，让高标准农田建
设解决了资金难题，也实现了多
方共赢。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区，让老百姓尝到种
粮的甜头，也让株洲在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的
路上走出了自信的步伐，写下了

“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稳产”
这篇文章鲜活的注脚。

但创业不
受年龄、地点限制，有了好点子，
就开始行动。

他们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
有对株洲良好产业基础和环境
的认可，也有对自身钻研领域知
识积淀的信心。

创业前，邓朝东是国家重点
实验室——中南大学粉末冶金
研究院的资深科研人员，对碳碳
复合材料有深入研究，承担过多
项国家重点项目的科研工作。
邓朝东不是株洲人，看到师兄
早几年来株洲创业，且发展得
不错，他也动心了，“看重的是
株洲深厚的产业基础和良好的
创业环境。”

父母年龄渐长，孩子成长需
要陪伴，曾长期在沿海工作的王
雄兵，回来是家乡情结也是现实
需要。2014年，他回到株洲，经过
一番市场调研后，选择投身超硬
材料产业。王雄兵相信，“全市有
600 至 700 家链上企业，从中分
一杯羹不是难事。”他发现行业
小微企业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
效率低且人工成本贵，于是在
2019年 7月，他创办了株洲力佳
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行业小
微企业提供自动化生产设备，迅
速成为链上配套企业。

杨志虎在超硬精密微孔制
品领域深耕多年，对行业有清
晰 的 认 知 。他 说 ，这 个 行 业 属
小 众 领 域 ，技 术 积 淀 深 厚 ，生
产过程中，产品的原材料加多
加少、如何加，都是学问，这需
要一定时间的技术积淀，“我们
的生产设备是自己设计、调试
和安装。”

而中科圆博董事长尹玉波
看重的，却是株洲轨道交通装备

产业的深厚基础，以及自身在
轨道交通信息产业领域的技术
积淀。

企业孵化器倾力相助
初创企业从呱呱落地到茁

壮成长，除了“打铁自身硬”的实
力和良好的产业基础等外部条
件外，也少不了企业所在孵化器
的倾力帮助。

进入孵化器，企业享受到的
服务是全方位的，从优惠价格租
用厂房，到物业服务、对接产业
资源、提供政策性资金申报，以
及推荐参加各种大赛和资本对
接活动……孵化器深度参与、热
心帮助这些初创企业成长。去
年，湘坞超硬材料公司通过参加
孵化器组织的各类大赛，在行业
内崭露头角，获得省科技厅“创
新创业大赛”优秀奖、省工信厅

“创客中国”优胜奖，并入围科技
部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产
品也因此被更多人认识。

作为全市首家公司制科技
企业孵化器，高科企业孵化器公
司董事长李国伟介绍：“孵化器
就像幼儿园，孵化从业者就像幼
儿园老师，初创企业就像小朋
友，幼儿园老师的悉心呵护和关
照帮扶，是小朋友健康成长不可
或缺的一环。”

目前，我市的国有孵化器和
民营孵化器公司，已经形成了众
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全产业
链孵化链条。未来，这些孵化器
在深耕已有产业的前提下，积极
探索地方龙头企业、腰部企业带
动产业链发展新模式，不断汇聚
资源要素支持创新，培育壮大更
多市场主体，为打造制造名城注
入强劲动力。

上接A1版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