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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揽件高峰将出现在
11 日 -13 日，其中 11 日当天
的收件量有望达到 190 万件，
同比增长 30%；派送高峰将出
现在 16 日 -18 日，其中 17 日
当天的派送量将超过 600 万
件，同比增长 50%以上，再创历
史新高，投递服务压力较大。

为了高效应对“双 11”，圆
通、 中通等快递公司对自动流
水线的创新升级不断出现，运
用自动分拣系统， 融合了大数
据分析、智能终端、图像处理等
多种技术，实现了全智能分拣。

近日， 走进吉林省圆通速
递有限公司分拣中心， 便可看
见“小黄人”分拣机器人在“嗡
嗡嗡”作业，这是一套“交叉带
自动化分拣”系统，该系统全程
仅需扫码一次， 大大提高了分
拣效率。“备战‘双 11’前，我们
公司在设备上投入了将近 150

万至 180 万元左右，保障快件
揽收环节的快进快出。”圆通吉
林省区总经理尹忠树表示，该
系统不再像以前传统的人工分
拣， 大概 1 小时可处理 1.8 万
到 2.4万件左右。

尹忠树表示， 在整个“双
11”期间，全省进出港峰值达到
120 万件左右， 自增车辆或当
地货运公司做好了临时租车准
备，确保旺季快递运输，同时提
前聘用劳务人员， 提高旺季期
间业务酬金， 鼓励快递人员加
班作业， 确保按照行业的要求
和频次， 全面有效地将快件送
到消费者手中。

中通快递吉林省管理中心
中转管理部经理梁伟表示，今
年“双 11”出港峰值会在 11 日
至 13日期间，从平日处理量的
20 万达到 50 万件，预计在 14
日至 18 日不受雨雪天气堵车

影响， 最终达到 130 万件，公
司已经提前两个月增加了车辆
和人员的配备， 做好顺利运转
准备。

“人员正常从 500 人将增
至 800 人， 还会招聘 100 人
的应急员工， 达到 2 倍人员
处理量。 ”梁伟表示，我们配
备了出港小件自动化设备，
30 台大件扫描仪，以及 20 多
台挂车和挂箱， 保证提高货
物运输效率。

为有效应对业务高峰，确
保全行业顺利度过业务旺季，
全省全行业按照《快递业务旺
季服务保障工作指南》要求，在
往年成熟经验基础上， 着眼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 城市农村两
个阵地，坚持省市协调，政企联
动， 以实现“两不”（全网不瘫
痪、 重要节点不爆仓）、“三保”
（保畅通、保安全、保平稳）为目

标，继续发挥“错峰发货、均衡
推进”的核心机制作用，坚持质
量优先，坚持服务与安全并重，
坚持发展与环保并重， 全力保
障旺季平稳运行， 努力打造质
量“双 11”。

今年 11月 1日，吉林省邮
政管理局召开了吉林省 2019
年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
动员部署会议，印发了《吉林省
2019 年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
障工作方案》， 全面部署 2019
年吉林省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
障工作。 会议科学分析了吉林
省快递业务旺季形势， 系统指
出了存在的问题， 并从充分认
识今年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
工作重要意义、 认真落实行业
生态环保工作各项任务、 推动
末端服务网络稳定运行和全面
保障寄递渠道安全畅通等四个
方面对做好 2019 年快递业务
旺季服务保障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 要求全省快递企业按照
会议部署要求，落实责任，细化
措施， 全力完成快递业务旺季
服务保障工作各项任务， 确保
寄递渠道安全稳定。

我省 2019 年快递业务旺
季自 11 月初至 2020 年春节
（1 月 25 日）前夕，共计 85 天。
预计“双 11”“双 12”、圣诞节
以及 2020 年元旦和春节前的
电商集中促销将带动业务量显
著增长。 在此，省邮政管理局
提醒广大消费者： 受业务量短
时间内急速高量增长和以及可
能到来的降雪降温天气影响，
业务旺季期间尤其是双 11 期
间，我省快递服务压力较大。请
消费者注意了解本地区快递公
司有关时限提醒， 错峰使用快
递服务， 及时关注邮政管理部
门和各快递企业网站上的有关
提示信息， 对可能出现的服务
异常等问题给予理解。

/记者 高羽 报道 摄

我省快递行业备战“质量双11”
全省全行业邮件、快件收寄量将超过5000万件，同比增长在60%左右

“双 11”， 今年 11 岁。 从
“光棍节”的代名词，逐渐演变
为全球制造商和电商深度参与
的消费者狂欢日，“双 11”茁壮
成长， 展现出中国消费市场和
经济的潜力和活力。

———数字之变： 销售额从
0.5 亿元猛增至去年的 2135
亿元。

2009 年的“双 11”，销售
额是 5200 万元，27 个品牌参
与活动。

2018 年天猫“双 11”的最
终成交额锁定在 2135 亿元，
物流订单突破 10 亿，18 万个
品牌参与，200 多个品牌成交
额过亿元。

2019 年“双 11”将至，电
商平台天猫披露，全球超过 20
万个品牌，2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22000 个进口品牌将深
度参与。

———市场之变： 从“买全
国”到“买全球”。

从刚开始的“买得到”，到
“买得好”“边买边玩”， 再到现
在的“跨境购”“智能化体验式
购物”， 电商购物的不断升级，
也是中国消费升级的一个缩
影。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智利
车厘子、泰国榴莲、越南火龙果
……正在深入三至五线城市和
县域地区。 据天猫国际数据显
示， 县域地区跨境电商的渗透
率从 2014 年的 1%， 增长到
2018年的 7%。

———模式之变： 线上线下
从“冲击”到“共振”。

2015 年前后，一些实体店
关门，电商“冲击论”甚嚣尘上。
经过多年的合作与发展，如今，
线上和线下深度融合， 变成了
“一家亲”。

新零售时代， 互联网电商
巨头纷纷开始线下布局， 收购
大型商超、加盟社区小店等。与
此同时， 不少实体零售积极拥

抱线上，商品价格统一、玩法统
一、互动形式统一，惠及线上线
下消费者。

———效率之变：快递从“下
周见”到“今日达”。

多年前，“双 11”被吐槽最
多的就是“我的快递怎么还没
到”，如今，这样抱怨的声音越

来越少，快递运送不断加速度。
而这背后， 是快递业的智慧转
型。

业内人士分析， 数智化的
电子面单也助推快递行业进入
自动化、智能化的爆发期，快递
自动化显著提升了物流效率。

/新华社

随着“双 11”临近，各大
电商平台纷纷推出花式减价
规则， 其中一些优惠套路缺
乏诚意， 使消费者对这个号
称“年度价格最优”的购物节
产生倦怠。

“双 11” 活动分为预热
期、专场期、爆发期、返场期
等，各阶段不同的游戏规则
已经“劝退” 了不少网友。
“养红包 ”“盖楼 ”“预付立
减”“付定金打 X 折” 等庞
杂的促销规则，让不少网友
直呼：“没点奥数功底，都不
配过‘双 11’了！ ”

记者在某电商旗舰店看
到，一款商品的优惠包含预
售、 定金、 店铺券、 随机红
包、购物津贴及满减；加购 3
款商品即有机会 1 元清空
购物车；当天累计实付前十
的买家获赠价值 2000 元的
商品等。 此外，全民开喵铺、
组队盖楼大挑战、拉人赢红
包等活动也在考验消费者
的“综合运算能力”。

今年首次推出的“双 11
合伙人”计划 ，通过完成任
务积累能量值的方式换取购
物红包，依托社交网络进行
“组队”。 不少网民近期都收
到了邀请其为好友战队助力
的链接。 有网友表示“钱没
分到多少，欠下的人情都快
还不起了。 ”当用户付出了
时间、精力乃至人际关系后
的“丢失感 ”多过省钱带来
的“获得感”，则会逐渐丧失
对平台的信任。

记者从一些商品以往的
购买评论中注意到，某些商
品早在其他活动中就进行
过减价优惠，价格基本与双
11 当天持平。有些店家甚至
会在双 11 前 事先 抬高 售
价，大打“价格迷雾阵”。 不
实促销让消费者雾里看花，
经过优惠叠加后，到手的价
格相较于原价并未降低许
多。

面对商家打折招数，有
关专家教你见招拆招。

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
模大、 信誉度高的网店、自
营商城和第三方购物平台，
选购过程中需擦亮眼睛，货
比三家 ，从“质 ”“价 ”中择
优。

查询官方信息， 在拨打
商家客服电话咨询时仔细确
认其是否为官方电话。 不随
意点击不明链接和弹窗，不
轻信抽奖、 中奖信息， 不轻
易将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提供
给他人，不泄露手机动态验
证码，以免上当受骗。

理性消费，拒绝“限量”
“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冲
动消费。 通过其他渠道了解
所购产品的质量价格情况，
关注价格变化，详读优惠规
则使用限制条件。 可通过保
存促销活动的规则及商家作
出承诺的截图等方式，避免
掉入活动规则的陷阱。

专家同时指出， 作为全
球商贸盛会，不能只要求消费
者练就“火眼金睛”，更需要加
强监管和社会共治。 /新华社

“双11”11岁了，来看看这些成长的变化

商家打折招数多
专家教你见招拆招2019 年“双十一”网购节的序幕已经拉开，不少市民的购物车的商品已交单。 然而，作为运输派送环节，快递企业又将面临大考。 近日，

记者从吉林省邮政管理局获悉，初步预计“双 11 期间”（11 日至 18 日），其中，“双 11”期间（11 月 11 日至 16 日）将出现旺季峰值。 全省全行
业邮件、快件收寄量将超过 5000 万件，同比增长在 60%左右，日均处理量将超过 700 万件，同比增长近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