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夏粮产量稳中略减，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实现了丰收。日前，国家统计局

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夏粮产量14613万吨（2923亿斤），比去年减少127.4万

吨（25.5亿斤），下降0.9%。其中小麦产量13453万吨（2691亿斤），比去年减少

122.6万吨（24.5亿斤），下降0.9%。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夏粮丰收之后，在持续高温等极端

天气下，约占全年产量75%的秋粮的生产、收储成为了当下各界关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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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下沉、大模型加持 物流开“卷”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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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下半年的物流行业，涌动着一股股“暗流”。7月16日，在2023中

国物流企业家夏季峰会上，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应对市场需求稳中趋缓

的局面，中通正加速向下沉市场拓展冷链业务，阿里云也将在今年下半年推

出针对物流行业的具体大模型，实现更精准的节能增效。不难看出，比起前

几年在仓配、运输末端的投入比拼，今年下半年，随着新技术和新业务在具

体场景的落地，快递物流行业将迎来综合实力下的性价比之争。

冷链拉动新增长

市场需求不足， 拉动增长成为了物流企
业在今年下半年的重要目标之一。“企业调
查显示， 反映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比重创
下历史新高。”在2023中国物流企业家夏季
峰会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
表示。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
据，1-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近130万亿元，
同比增长4.5%，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经过了前
几个月的持续复苏，5月增速环比回落1.5个百
分点，市场恢复力度有所减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半年，中国电商巨头
们转舵持续追求的“低价”与“下沉”之风，也
吹到了物流行业。

“下沉市场仍然有许多空间可以挖
掘。”会上，中通冷链副总裁黎冰向北京商
报记者坦言，今年以来，中通冷链加大了在
下沉市场的投入，“一方面来讲， 原先生鲜
冷链物流无法真正做到‘下沉’，是因为传
统的生鲜生意大多依靠经销商， 如果销售
规模不能完全‘下沉’，末端市场的需求便
无法触达”。

不过， 随着预制菜等与生鲜息息相关的
领域逐步发展，中通也借着这股“东风”，完成
生鲜冷链的点到点布局。“当前中通冷链的主
要任务布局之一，便是减少中间流通的环节，
在面向C端个人客群的商业订单中， 帮助企
业、品牌直达消费者。”黎冰透露，中通冷链正
在加强冷链网络、 快递网络以及末端配送网
络这三张网络的融合， 将农产品等生鲜物流
的运输半径扩大。

“物流下沉落实到具体场景中，最重要的
环节就是网络‘下沉’，村镇设点，当前，我们
已经能够覆盖到60%的行政村， 乡村覆盖率
在90%以上。”黎冰说道。

大模型寻求具体场景落地

寻找市场增量的同时， 企业也在技术层
面设法将大模型运用到物流的具体场景中来
降本增效。

“技术的演变与发展，是离不开具体场景
的聚焦的。” 阿里云智能物流运输行业总经理
李科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云计算的技术功能，
更多是作为一个“底座”的概念存在的，“在不同
的行业、不同的场景下，如何利用好并且更精准
地发挥技术的作用才是更困难的事情”。

随着快递物流行业的数字化进程不断深
入，多年来，物流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数字
化经验。“当下， 我们在与通达系合作伙伴完
成模型共创。”阿里云物流行业总架构师修平
举例称，技术通过不断地训练以及调整，能够
模拟出不同传动带在各种场景下的最优速
度，“当模型训练完成之后， 我们在输出时就

可以针对不同场景，做到更为精准的变频，最
大程度上减少能耗和损失， 最终实现更好的
节能效果”。

今年3月以来，随着百度、阿里、京东等行
业头部企业纷纷推出自己的大模型， 人工智
能与物流具体场景结合的可能性也再一次吸
引了更多人的关注。7月初， 京东推出了“言
犀”大模型，据官方介绍，该大模型的数据库
是由70%通用数据与30%数智供应链原生数
据组成。

“其实大模型在物流行业的运用，很早就
开始了。”李科解释道，日常消费者接到的人
工语音电话， 就用到了最基本的大模型。“比
如，当消费者回答人工智能客服，想要什么样
的末端配送方式时， 就用到了大模型最基本
的语义理解能力。”李科表示，随着入局者越
来越多， 大模型应用在具体领域的例子会越
来越多。

“阿里云将在未来3-6个月内，与伙伴联合

推出针对物流行业的大模型。”李科透露道。

走向性价比之争

在物流行业整体市场需求趋缓的大背景
下，消费物流的增长势头仍然不可小觑。“1-5
月，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10%。随着‘五一’‘6·18’等消费旺季到来，电
商快递、 即时物流等消费物流需求旺盛。”何
黎明认为。

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截至6
月24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达600亿件。北
京商报记者发现，2月以来， 我国每月快递业务
量均以百亿为增长。 快递业务量从100亿件到
200亿件花了29天， 从500亿件600亿件只花了
24天。 在上半年最大规模的电商大促“6·18”
中，快递日均业务量已经突破了4亿件。

此外， 从上半年快递物流企业的动作中
不难看出，快递物流的服务产品也在加速“内

卷”。极兔收购丰网“抢滩”IPO，菜鸟宣布推出
自营快递“菜鸟速递”，中通也宣布升级标快服
务，推出“送货不上门必赔”服务。相比过去快
递物流企业默默部署网络、分拣中心与仓配末
端，今年上半年，企业们通过推出多元化产品
的方式，再一次走向台前，吸引了更多目光。

“快递行业的竞争早就已经过了单一比
较价格、服务和装备的时候了。”快递物流专
家、贯铄资本CEO赵小敏表示，接下来的快递
物流企业在发展自身优势的同时， 也需要在
一定程度上和竞争对手携手。 从京东物流开
放第三方物流企业进入，再到中通、圆通、韵
达、顺丰等物流企业共同接入抖音“音需达”
服务，快递物流的行业已经走向了竞合。

可见，在当前的竞争格局之下，快递企业
比拼的已经不再是干线支线的多寡、 运力储
备的贫富、飞机数量的多少，而是走向了综合
实力下的性价比之争。

北京商报记者 何倩 乔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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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粮丰收但稳中略减

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的数据，
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5491.8公斤/公顷
（366.1公斤/亩）， 比2022年减少64.3公斤/
公顷（4.3公斤/亩），下降1.2%。其中小麦单
位面积产量5834.3公斤/公顷（389公斤/
亩），比2022年减少78公斤/公顷（5.2公斤/
亩），下降1.3%。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在解读
夏粮生产情况时表示， 今年夏粮产量稳中
略减，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实现了丰收。夏
粮单产下降主要是受河南等地严重“烂场
雨”天气影响。

“夏粮播种以来， 主产区光热充足，大
部时段农田墒情良好， 农业气象灾害影响
偏轻，病虫害防控及时有效，前期条件总体
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但5月下
旬北方麦区出现大范围降雨，持续时间长、
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导致灌浆期小麦
光照不足，千粒重下降。特别是河南持续降
雨时间与小麦成熟收获期叠加重合， 严重
‘烂场雨’ 天气造成部分地区小麦萌动发
芽，夏粮单产下降明显。此外，西南地区冬
春连旱， 云南、 贵州等地夏粮单产有所下
降。”王贵荣解释道。

从播种面积看，2023年全国夏粮播种
面积26609千公顷（39913万亩），比2022年
增加78.5千公顷（117.8万亩），增长0.3%。其
中小麦播种面积23059千公顷（34589万
亩），比2022年增加97千公顷（145.6万亩），
增长0.4%。

就夏粮播种面积增加而言， 王贵荣表
示， 是通过压实了生产责任、 强化政策支
持、实现适期播种和优化种植结构所实现，
如国家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 增加产
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 逐步扩大小麦完全
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 在春
季田管关键期中央财政下达资金100亿元，
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 保障农
民种粮收益。

高温给秋粮带来挑战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 约占全
年产量的75%左右。然而，近期持续高温天
气，给秋粮生产带来挑战。

整体来看，秋粮除收水稻外，北方地区
的作物还有玉米、大豆、白菜、萝卜、茄子、
辣椒、胡萝卜、芥菜疙瘩、菠菜等，南方很多
地区一年种植三季，品种更多。

“高温天气旱情加剧，可能造成土壤水
分不足，限制作物的正常生长，加剧土壤

退化，进而导致农作物减产。”农文旅产业
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

为应对高温天气，近日，农业农村部会
同水利、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联合下发北
方地区防高温干旱预案， 要求各地分区分
类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切实减轻灾害影响。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要密切关注高温、干
旱发展动态， 及时灌溉保苗， 适时中耕除
草，喷施叶面肥，增强植株抗逆能力。加强
病虫害监测预警， 大力推进统防统治和联
防联控，遏制病虫暴发危害。组织专家分作
物制定完善科学抗高温干旱技术方案，适
时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受灾一线
开展技术服务， 指导农民落实抗旱保苗关
键技术措施。

中国农科院环发所农业气象灾害防控
团队首席科学家刘布春在接受央视新闻采
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很多地区也迎来了系
统性降水，但是我们也要未雨绸缪，科学应

对高温干旱， 抗高温干旱关键还是在于用
水。一是要统筹考虑降水、地表水、地下水
的季节性、区域性分布特点，蓄足水源，保
障抗旱应急时候的用水需要； 二是要实施
节水高效灌溉，扩大灌溉面积。

农资调配很关键

在自然灾害之外，农资的供应、调配是
粮食生产的必备条件， 河南抢收夏粮时农
机调配不及时致大面积小麦生芽坏死，便
敲响了农资调配的警钟。

秋粮生产所需的农资物品有哪些？北
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指
出，首先是秋粮生产过程中必需的种子、化
肥、农药、农机等；其次是应对高温、干旱
需要的生产资料，如提供田间管理的抽水
管道、灌溉水泵等；最后是一些棚内种植
所需的通风器械等。“这些都需要农资供
销部门加以调配，让农民及时买到、用上放

心农资。”
在确保农资调配上， 袁帅提出可以加

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聚焦关键薄弱环
节和小农户，支持农业服务公司、农民合作
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供销合作社等
各类主体大力发展单环节、多环节、全程生
产托管服务，开展订单农业、加工物流、产
品营销等活动， 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实
现有效衔接。”

此外， 借助数字技术的赋能也是近年
乡村振兴的热门话题， 在农机调配上同样
适用。福建有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建有伦”）相关负责人王女士向
北京商报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数字农机综合
服务平台，通过在线平台，农户可以实时查
询附近合作社可提供的拖拉机、 水稻插秧
机、旋耕机等农机的空闲数量，并按时间地
点进行预约。 入驻平台的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也可以实时查看各地的订单需求，并
安排农机前往提供服务。

“通过农机信息的上云，可以实现农机
资源统一调配， 提高农业机械的使用率。”
王女士称， 以往农户预约农机服务可能只
是预约相熟的人员或是附近的合作社，当
地收成时间较为集中时往往需要耽搁不少
时间，线上实时查看农机闲置情况，则可以
提高效率。

就全年粮食整体收成来看， 洪涛指
出， 我国幅员辽阔，“东边不亮西边亮，东
边下雨西边晴”，今年夏粮收获期间，主要
是河南受灾减产，其余几大夏粮主产区均
呈增产状态。因此，今年夏粮丰收但稳中
有减也是正常情况。如果秋粮不出现极端
问题， 我国2023年仍然可能是“二十连
丰”的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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