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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兴起的电子商务为快递业发展带来了无限红利，如何给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显
然成为了各个快递公司发展的重中之重。当下，受地区偏远、业务量庞大等因素制约，不
少快递公司为解决“最后一公里”，设立驿站改善快递业务末端的配送方式。同时，基于行
业辐射人群范围广，一些快递公司寻求跨界合作，试图挖掘新机遇，快递超市、快递便利店
等形式悄然出现。

快递公司与零售实体合作建自提点，优化末端配送体系

“快递+便利店”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记者 徐赛瑾 见习记者 王依娜

入夏以来，各类消暑甜品迅速占领市场，
今年，不少奶茶店中引入芋圆，甚至有餐饮店
也兼售芋圆，备受消费者追捧。其实，芋圆进
入消费者视野大约在 2010 年，但当时并未对
整个甜品市场产生影响。

比例不同口感差异大
生意好赚的是回头客

“您有一份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位于巴黎商街的一家奶茶店内响起熟悉的语
音通知，店长胡泽宇看了一眼接单台后立即着
手准备。胡泽宇表示，今年夏天，店里 70%的
利润是芋圆带来的。

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以芋圆为主要产品的
店约有 10 家，主要分布在城西和城东。然而
对大部分消费者而言，店铺位置并非关键，产
品口感更重要。

芋圆是由各种食材蒸熟后加入木薯粉揉
搓而成，材料比例稍有偏颇就会使芋圆有不同
口感，这种微妙的差异使得消费者有各自的偏
爱，往往吃到一家对味的就会固定消费。

卫星路一家奶茶店前，来客络绎不绝。23
岁的池语萌是这家店的老客：“我和同事都认
为他家最好吃，有个在广电路上班的闺蜜那么
远也要点他家。”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奶茶店、餐饮店都在
做芋圆，要想留住顾客必须要有明显优势，或
靠价格优势，或凭借量多，在芋圆口感上下功夫
也有收获忠实粉丝。”30岁的马丽华说，一年前
在朋友的引导下，她将位于高镇夜市内的服装
店改成了芋圆店。

据她回忆，曾有朋友在2011年就开了一家
芋圆店，但没过多久就关门了。“当时接受度并
不高，到现在仍有一些人不知道芋圆是什么，但
不可否认的是芋圆正在大众化。”一年下来，马
丽华已积累了几百位回头客。

奶茶店纷纷介入
变花样取胜市场

在采访多家甜品店中，每位店长都会提到
芋圆制作成本的高昂。“一杯 15 元的芋圆奶茶
中，单是芋圆的成本就占到 2 元。因此，我们
都是数着个数加的，一般是 10 个一份。”胡泽
宇说出了大部分甜品店长的感受。

由于芋圆制作繁复，大部分奶茶店都选择
进购芋圆。有些连锁奶茶店依靠总部供货，有
的独立奶茶店则自行采购。

“芋圆制作方法简单，我就自己试了，捣碎
食材、揉面、搓条，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太累
了。”市民王女士是位甜品爱好者，曾有段时间
每天都要点芋圆外卖。

“一般两天做一次芋圆，每一锅需要四五
个小时。时间投入、购买材料、人工费，这些都
是芋圆的成本。不仅如此，好吃的芋圆会加入
很多配料，有的是水果，有的是坚果，等等。”一
家位于巴黎商街的手工甜品店内，店长颜潇婵
说：“现在做芋圆的商家越多，市场也随之被带
动。为了提升竞争力，我研发了玫瑰芋圆，不
少客人说味道很香。”

奶茶店引入芋圆，使整个芋圆市场竞争变
得更加激烈。对此，芋圆爱好者徐梅耀说：“虽
然卖芋圆的店铺很多，甚至有不少主营餐饮的
门店也来凑热闹，但真正好吃的也就只有那么
几家。回归食物本身，只有做得好吃，我们才
会去买。”

无论是攻克“最后一公里”难
题，还是资源整合提升快递业盈
利，只有做好服务才是关键，这些
项目才能顺利推行。针对快递服
务的升级，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与革
新，快递公司运用科技来提升效率
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位于东城街道的一小区内，物
业人员正在翻动快递记录本，找寻
业主的快递物件信息。快递本上，
密密麻麻记录了各个快递信息。

“每天都要抄写好多快递信

息，像中通、圆通这种快递量多的
还得单独成本，这样的本子有六七
本。每次业主来拿快递，得先找到
相关快递公司的本子，然后一页一
页找他们的名字，再找到他们快递
单号末尾数字，最后在对应的快递
架子上翻找。”该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陈洁洁说，这对他们来说工作量
大，对业主而言也不方便，拿个快
递需三分钟以上的等待时间。

在“逗妮开心”驿站中，每件快
递会在系统操作下生成特有提货

码，通过精准对接提货信息，工作
人员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快递被
正确接收。利用网络科技派发快
递信息，并信息化管理快递物件，
科技化管理快递服务程序，改善快
递发件服务。

“为了提升快递人员的专业
性，我们会按照快递规则对他们进
行收寄培训，帮助他们熟悉快递
法、邮政法等法律，熟悉工作流程，
一般培训时长为3天至5天。”张洪
栩说。

□记者 应柳依 见习记者 王依娜

驿站助力打通“最后一公里”

针对“最后一公里”，我市圆通
快递引入“妈妈驿站”，设立相关店
面并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平常在
市区上班没法收快递，寄到公司又
觉得影响不好，每次快递员打我电
话时都很犯难。现在有了‘妈妈驿
站’收发点，我可以下班再去拿，而
且还能寄快递。”家住唐先镇的胡
亚纹说，驿站关门时间是 18 点，她
下班到家前刚好可以顺路取回。

“今年 5 月开始，我们一口气
推出了 4 个网点，唐先镇是唯一一
家乡镇网点。为了方便客户，我们

计划跟移动公司合作，结合他们在
乡镇的网点设立‘妈妈驿站’，争取
到明年年底建成 30 个网点。”圆通
快递永康分公司总经理陈虹说，每
个网点辐射半径最大为 2 公里，寄
快递费用与市区相同。

同样针对“最后一公里”，申通
快递永康分公司引入“逗妮开心”
驿站。“7 月底，公司在长城工业区
试运行了 4 家‘逗妮开心’驿站网
点。未来，我们计划在整个永康全
面铺开，主要针对的是乡镇区域。”
中申达快递公司总监张洪栩说。

其实，“最后一公里”的诸多难
题不仅出现在乡镇区域，不少城区
居民亦有私密性、安全性难保障等
苦恼。眼下，越来越多快递公司开
始探索与零售实体进行合作，让便
利店成为自提点，提高快递的网络
覆盖率，缓解因业务量巨大而持续
上升的人力成本。对于快递小哥
而言，便利店的中转作用节省了配
送时间，避免了无人签收和多次配
送的情况。同时，便利店代收包裹
后，消费者无需写明自家地址，提
高其安全保障。

整合资源延伸“快递+”服务

在服务百姓解决“最后一公
里”问题的同时，有些快递公司寻
找新机遇，立足于快递业可观的客
流量，创建“快递+”经济。

“‘逗妮开心’不仅是驿站网
点，更是一家快递超市。除了提供
快递代放、代收的服务，同时售卖
日用品。合理利用快递的人流量，
进行资源整合，为未来快递业的转
型做铺垫。”张洪栩说。无论是村

镇或是社区，便利店都是不可或缺
的生活必需品供应点。通过便利
店的刚需优势，“逗妮开心”不仅能
够优化末端配送体系，还能享受其
带来的可观的利润。

不过，“快递+便利店”模式是
机遇，也是挑战。“逗妮开心”作为
快递收发点，相较于电子快递柜，
用人工代替机器，对服务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目前，该驿站可接收中

通、申通、圆通、韵达四家快递，快
递件数多，服务量大。如何平衡便
利店销售与快递收发服务，是“快
递+便利店”发展的难点。

对此，张洪栩说：“目前，驿站
的管理人员主要由便利店提供，接
下来，我们将安排公司专员，甚至
对原有的便利店人员还将进行培
训，形成标准化的管理模式，让‘快
递+’服务做得更加完善。”

程序智能化服务专业化

奶茶店纷纷介入导致竞争加剧

芋圆市场渐成熟
商家变花样揽客

“逗妮开心”驿站内快递小哥正在整理物件

公益广告

老前辈打江山功垂史册

，当代人卫祖国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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