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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是云

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推进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

中心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构建大通

道大物流大贸易大产业联动发展格

局的主要内容。“十四五”时期，

现代物流成为云南省重点培育的5

个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2022年

7月，《云南省产业强省三年行动

（2022—2024年）》明确提出，要

加快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现代

物流运行体系。

冷链物流是现代物流体系中

的重要一环，发展冷链物流有助

于云南的生鲜产品以最鲜品质出村

进城。但当前全省存在冷链设施建

设布局不均衡、冷链物流成本高等

问题，为补齐产品保鲜“最先一公

里”和物流“最后一公里”，云南

一直在努力探索。

补齐保鲜“最先一公里”短板

在冷链物流过程中，存在“最

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最先一公里”指的是农产品的预

冷、分级、加工、包装、仓储等；

“最后一公里”指的是城乡末端物

流。要想让蔬菜以最快速度“出

滇”，两端的冷链物流必不可少。

从全省层面看，云南蔬菜生产模式

传统，冷链设施建设布局不均衡，

蔬菜采摘后的预冷保鲜处理设施不

完善，导致有的蔬菜采收后仓储和

运输损耗较大。

补齐“最先一公里”的短板，

需合理地集中建设一批田头冷藏

保鲜设施和商品化处理配套设施设

备，满足田头预冷、冷藏需求成为

破题的关键。

3月，云南各类蔬菜开始陆续

集中上市并外供。在玉溪市江川区

雄关镇雄川农业冷链物流园里，进

出场的蔬菜运输车辆正排着长队，

在一眼看不到头的冷库前，四处都

是繁忙的装卸车和忙碌的商贩、工

人。产自云南各地的蔬菜在这里分

拣分级、装车出库，远销我国北上

广地区、东南亚国家。随着通海、

江川一带蔬菜集散流通贸易量的加

大，2019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

的支持下，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

厅、省财政厅等部门积极参与，扶

持云南云菜集团打造雄川农业冷链

物流园。

“我们把通海、江川等地从事

蔬菜流通贸易的企业纳入园区规划

发展。”据云菜集团办公室主任钱

丽介绍，物流园积极采取以商招商

模式，吸引在当地从事蔬菜流通贸

易和种植生产的企业到冷链物流园

投资建设预冷保鲜库、承包专业车

辆，以解决小企业和个体户遇到的

物流难题。广州蔬菜商陈先生在通

海从事农业贸易已有10多年，据他

介绍，自从与物流园合作后，他有

了1间1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预冷保

鲜库和运输车辆，经营成本降低了

三成。

结合云南实际，2022年6月出台

的《云南省“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

实施方案》明确，到2025年，要初步

建成覆盖省内主要城市、农产品批发

市场、农（畜）产品种植（养殖）

基地和冷链食（药）品加工基地的

冷链物流干支配网络，补齐补强冷

链物流上下游短板和薄弱环节。

畅通物流“最后一公里”服务

记者获悉，云南省社会物流总

费用占社会生产总值比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

城乡末端“最后一公里”物流硬件

设施总体上比较薄弱、物流配套与

实体经济之间融合发展程度低。

师宗县电商创意园是曲靖市农

特产品流通贸易的重要平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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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一头连着生

产，一头连着消费。要想

让云花、云菜、云药等“云

品出滇”量效齐升，加快

发展现代物流体系中的冷

链物流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