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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新区充分发挥“打造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
射中心的重要支点”区位优势和域内铁路、公路和
航空等枢纽优势，着力发展现代物流业——

跨越山海路更宽

清晨 6时，云南圆通速递有限
公司昆明空港分拣中心机器轰鸣。
经理周欢站在进港区 16条分拣线
旁，看着满载包裹的货车将货卸
下。“目前每天进港180万至200万
件，出港90万件左右。”他指着略显
宽松的场地说，“云南的寄递业出
货高峰，和农产品上市时节相关。”

圆通空港分拣中心的出货旺季
在每年2～4月的早春水果季，以及
8～10月的芒果、石榴季。“还有错峰
蔬菜。云南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优
势，别的地方蔬菜还没成熟，我们的
蔬菜已经上市。像拼多多、抖音、淘
天等零售平台带火了云南农特产品
的销售：3公斤、5公斤，甚至10公斤
以上都可以通过快递邮寄。”

3月的出货场地每天涌出超百
万件包裹，其中来自新平、宾川等地
的沃柑日发量超10万单。周欢告诉
记者：“芒果季高峰，每天也是近10
万单的量，按每单均重3公斤算，就
是30万公斤鲜果在路上奔涌。”

而元谋——这个云南重要的
“菜篮子”，凌晨采收的番茄、洋葱、
土豆等被快速打包，通过聚合在滇
中新区物流园，再通过陆运网络，
依托拼多多、抖音、淘天等电商平
台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的餐桌。

传送带如同流动的云南物产
地图：沉甸甸的水果箱里装着云南
的芒果、石榴，蔬菜箱里是洋芋、玉
米、番茄、洋葱、大蒜，还有来自保
山等地的咖啡包裹，“我们和景兰
咖啡、喝客咖啡等企业都有合作。”
而进港主角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工
业品、日用品、服装等。

“我们发出去的，7成以上是
农产品，尤其是生鲜果蔬。”周欢
强调。电商的深度渗透是关键推
手，大理的紫皮蒜、元谋的蔬菜、
各地的时令水果，正是通过便捷
的线上销售和相对通达的快递网
络，突破了地域限制，缩短了从田
间到舌尖的距离。

在河口口岸，另一股“热带洪
流”汇入——每天十几个货柜、数
百吨的越南芒果通过公路入境，到
达物流园后再经各家企业分拣，运
往全国各地。

作为一家“经济型”快递，云南
圆通速递对于昆明空港分拣中心
的投入显得务实且针对性强：2024
年投入 2000多万元进行生产线改
造。2025年 3月，针对业务痛点，再
投入400多万元引进翻板机等关键
设备。“2023年，我们中心的出货量
还只有三四十万件，到今年就到百

万件了。每年以 30%的增速递增，
必须继续扩大产能。”周欢告诉记
者，去年，进港分拣设备从“摆臂”
升级为“摆轮”，显著降低了包裹破
损率，提升了客户体验。为应对母
亲节期间单日暴增的近 10万单鲜
花，“长度在60厘米以上，超出标准
设备规格。因此，总部继续投资改
造了分拣线，确保长条形的花束包
裹能顺畅流转。”

传统物流业是典型的“人力密
集型”操作场。为提高 1200余名工
作人员的用工竞争力，云南圆通速
递公司自 2025年 4月起推动全员
绩效提升，在企业降本的同时，一
线操作员工每月增收300～400元。

“目前，白班员工月收入约5000元，
夜班员工补贴更高，可达 5500～
8000元不等。”周欢告诉记者。

分拣员杨明华说：“工资加了
点，虽然活还是累，但心里踏实些。”

日均近300万件的吞吐量和超
1200人的稳定就业，也带动了滇中
新区的经济活跃度。更重要的是，
正是这些传统型物流企业为云南
丰富的农产品提供了相对高效、低
成本的出滇通道，成为高原特色农
业对接全国大市场不可或缺的基
础设施。

凌晨 3时，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停机坪，随着来自仰光的货运航班
准时到港，云南空港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的工人们忙碌起来。

“凌晨两三点是我们这里最忙
的时候。”云南空港物流总经理林
杰告诉记者，每天两班仰光飞昆明
的航班运回30吨鲜活海鲜，每天出
港的鲜花超过200吨——两组数据
勾勒出该公司的业务模型：“海鲜
贡献国际进港近 9成份额，鲜花撑
起国内出港半壁江山。”2024年，云
南空港物流保障航班19.9万架次，
吞吐 27.1万吨货邮——相当于每
分钟有0.5168吨货物经此腾空。

“截至目前，每周平均 80架次
全货机起降，国际 52架次、国内 28
架次，国际航线占 65%。”据悉，昆
明长水国际机场还将不断扩大全
货机国际航线，计划今年下半年新
增东南亚和中东航线，“届时，南亚
货运网络将实现全覆盖。”林杰说。

云南空港物流经手的货量结构
展示独特生态。2024年国内出港前
5名分别是鲜花、快件、邮件、水果、
普货，其中鲜花占比达 50.07%，采
摘后48小时抵达全球；国内进港前
5名分别是普货、邮件、海鲜、快件、

水果，其中，普货占比达62.92%。国
际出港前5名分别是普货、鲜花、锂
电池产品、快件、蔬菜，其中，普货占
比达 76.53%，值得注意的是，鲜花
占 比 达 9.94% ，锂 电 池 占 比 达
7.17%；国际进港前 5名分别是海
鲜、普货、水果、鲜花、现货，其中，海
鲜占比达88.08%，以昆明作为集散
点，24小时运抵全国各地。

“来自荷兰、日本或泰国等地的
花卉和种球，也通过空运在昆明进
行集散交易。”云南空港物流工作人
员孟相仿介绍，“至于锂电池和手机
配件等电子产品，大多发往孟加拉
国、印度、巴基斯坦。”

记者在公司墙壁上看到 6条
国际航线，2025年的货运贸易清
晰可见：昆明—仰光、昆明—达
卡、昆明—德里、昆明—孟买、昆
明—拉合尔、昆明—金奈。手机配
件、电子产品、跨境电商快件、布
料、服装辅料、螃蟹、鱼虾等货品
正经全货机航线在昆明和南亚东
南亚城市之间流通。

在圆通航空货机内，工人们正
装载发往德里机场的手机配件。

“这些深圳生产的元器件，明天将
出现在新德里生产线。”林杰介绍，

2024年该公司仅手机配件就运送
超8000吨，占国际普货量的42%。

而以上仅是全货机航班运送
的货物，不包括各家航空公司通过
客机腹舱运送的各色快件。“航空
物流主要是运送附加值高、对时限
性有较高要求的货物。快速发往世
界各地。”林杰告诉记者。

在国际发货区，林杰通过货物
形状判断种类，“一卷一卷的是布
料。那箱应该是洋兰种球。”15吨云
南布料即将启程，48小时后将到达
仰光服装厂和南亚服装市场。

当夜间斗南花卉市场的拍卖
场电子钟开始转动，23时 30分，玫
瑰被装入含保湿层的特制瓦楞箱，
凌晨2时车队驶入昆明长水国际机
场货运通道。“从采摘到枯萎只有
100小时”，在月台安检通道上等待
过检的货运代理张明辉介绍，“我
们要赶最早的航班送走这批货，否
则到店时间就变成傍晚，就只能等
第二天再卖了。”每年经他发往全
国各地的鲜花超过百吨。

凌晨 4时 15分，鲜花通过快速
安检通道；6时 20分，装入航空公
司昆明飞上海的飞机腹舱；7时 10
分，航班准点起飞。

6月 9日，占地 2000亩的桃花
村货运站里9条货装作业线一派繁
忙。调度室中，工作人员紧盯监控
大屏关注着每辆货车的卸货情况，
作业线上，龙门吊移动到恰当的位
置，将大卡车上的集装箱吊上后移
动到指定的地点又卸下，大卡车随
即离开……3条重件线、5条综合作
业线、1条整车作业线上，日均装车

约120车货物。
繁忙的背后，是安宁跨境多

式联运体系的重要枢纽建设的生
动场景，更是安宁打造昆明国际
陆港“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
洋地区的国际大宗货物集结中
心”的决心。当前，安宁市境内共
有 5 条铁路（成昆铁路、昆广复
线、昆玉铁路、安宁支线、昆阳支
线），“编组站+货场+专用线”三
级架构，已形成 6000万吨的铁路
货运容量。一组数据显示：2024
年，安宁市货运周转量 14.2亿吨
公里，全年铁路货运量 3036 万
吨，铁路货运量位居全省第一。现
代物流商贸即将成为安宁经济发
展的又一新引擎。

依托得天独厚的铁路运输网
络，安宁着力布局北港片区控规
和产业规划。昆明国际陆港安宁
北港共有两个重大建设项目，分
别是安宁工业园区大宗工业物资
公铁联运物流园项目和中老合作
物流园安宁桃花村货运站国际陆
港。物流园区将在此与大龙山铁
路专用线完成接轨，形成一个铁
路枢纽运营整体。物流园设计年

度货物吞吐量为 618万吨，通过多
式联运、信息化、优化组织结构等
方式，可以降低 30%以上的物流成
本。桃花村货运站国际陆港规划
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集多式联
运、电商物流、口岸贸易、冷链物
流、仓储快运、智能化运营为一体
的国际陆港公铁联运国际陆港。
项目一期已经开建的海关监管作
业场所，建成后可更好发挥安宁
片区大规模干线组织运输和公铁
联运设施优势，办理去程班列集
结、报关和始发，回程普货班列清
关业务，大幅提升运输效率，压缩
通关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昆明国
际陆港安宁北港与老挝塔纳楞国
际陆港的深度联动与“跨国生态
圈”共建，不仅打通了一条连接中
国西南与中南半岛腹地的黄金物
流走廊，更标志着双方共同打造的

“辐射南亚东南亚核心支点”正从
蓝图走向现实。

面向未来，安宁正在把通道经
济变为枢纽经济，以“千亿级”现代
物流产业集群为目标，打造“通道+
枢纽+网络”的现代化物流体系。

清晨，位于滇中新区的宝象万
吨冷链港已是一片繁忙景象。零下
18摄氏度的冷库内，身着厚棉衣的
工人熟练驾驶叉车穿梭于货山之
间；月台上，搬运人员迅速将码放
整齐的货物装入等候的车辆。核对
单据声、关车门声与引擎轰鸣声交
织，奏响高效运转的序曲。

满载着鸭肉、鸡肉、猪肉、鱼虾
等全国各地特色冷链食品的运输
车辆，从这里有序驶出，将美味精
准送达全省各地。与此同时，来自
大洋彼岸的优质冷冻牛羊肉、深海
捕捞的鲜美海产品也正汇聚于此，
准备开启它们的国内旅程。

作为首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宝象万吨冷链港集云南省高原
农特产品、野生菌、水产海鲜、精品
蔬果及鲜花交易于一体，构建了一
张覆盖全省、辐射全国的高效温控
物流网络。“目前，宝象万吨吸引了
300多家食品生产商、经销商及生鲜
电商入驻，并引进了 8家覆盖省内
及全国的冷链物流企业，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服务。”正在月台指
挥调度的供应链管理部经理
李凯告诉记者，宝象万吨年
冷冻食品周转量超50万吨，
面对生鲜与冷冻食品对温
控、时效的严苛要求，宝象
万吨深度融合物联网、大数
据技术，实现从入库、存储、
分拣到运输的全链条数字化

和可视化温控管理。
“选择宝象万吨，就是选择放

心与高效，”一位长期合作的经销
商表示，“他们精准的温控能力和
现场便捷的配送网络，是我们保障
食材品质、提升终端客户满意度的
关键支撑。”

近年来，宝象万吨敏锐捕捉市
场机遇，将目光投向了极具地域特
色和经济价值的野生菌类产品。依
托冷链仓储及运输能力，以及严格
的质量控制体系，成功为山野珍馐
的保鲜、储存与高效流通提供了坚
实保障，使其成为平台业务版图中
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和未来发展

亮点。“目前，我们已引入一批野生
菌初加工企业，涵盖松茸、牛肝菌、
鸡油菌等上百个品种。这些来自深
山的菌子经过分选、清洗、切块、速
冻等工序，通过我们的冷链网络销
往全球。”宝象万吨副总裁杨娟说，
为深挖产业链价值，未来，宝象万
吨将不再局限于高效的初级产品
流通，还将积极携手上下游合作伙
伴，开发菌汤包、即食菌类零食、菌
类调味品等深加工、高经济附加值
的野生菌产品，并以此为契机将更
多山野美味以更丰富的形式送给
消费者，同时也助力地方特色产业
升级和乡村振兴。

安宁着力布局昆明国际陆港建设

云南空港物流27万吨货邮全球竞速

圆通昆明空港分拣中心助力云品出滇

宝象万吨冷链港护航野生菌销往全球

本报记者 马逢萃 周凡 舒珺珩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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