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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浪潮中，科技不
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在不断推动
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和经济融合。从快
递柜到换电柜，再到储能项目，这些智能
设施不仅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也为乡村经济带来了持续增长的动力。

首先，智能设备的普及打破了城乡之
间服务的不平衡。过去，城乡差距不仅体
现在基础设施上，更多体现在服务和资源
的可获取性上。智能快递柜、换电柜的普
及，正是通过信息化手段弥补了这种差
距。这些设施的设立让城乡居民享受到
同等的服务品质，打破了地域限制，也减
少了传统服务模式中的时间和空间障碍。

更重要的是，这些设备不仅是技术进
步的产物，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共享经济与
绿色科技，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过“共享”模式，电池、快递、能源等资源
得到了更加高效的利用，这不仅促进了智
能消费品的普及，也推动了当地产业的多
元化发展。这些项目背后体现的是一种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通过储能电站和智
能电池的使用，不仅解决了短期的能源供
应问题，也通过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优化
了长期的资源配置。这种“绿色投资”的
模式，既是对环境的负责，也是对乡村经
济的可持续推动。

科技在乡村的发展，不是“高大上”的
实验，而是接地气的、有温度的。“智能柜”
的背后，不仅是便捷的服务，更是新型乡
村经济模式的雏形。它们通过智能化技
术，将能源、信息与服务连接起来，打破了
城乡之间的信息隔阂和资源壁垒，推动了
更加平衡的区域发展。这一创新实践，也
为其他山区县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如
何通过智能化手段，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并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智能里的共富密码
本报记者 张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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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遂昌县御景园小区的物业办公室里，快递堆
积如山。那时，没人预料到，为解决投递问题而诞生的金
属格口，会成为惠及城乡共富网络的一部分。

随着智能快递柜从县城街道铺设到偏远山村，由此延
伸出的共享换电柜和隧道“电力银行”，正在改变乡村的发
展轨迹。

政企合作、智能科技与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不只是
便捷。“两分钟续航”的高效服务，为偏远地区提供了能源
支持；而十年持续经营，则能带来超过 60万元的增收。

智能之变

7月 4日早上 7点，周磊驾驶电动车穿梭在遂昌县城街
巷。他的皮肤晒得黝黑，随身携带电工包，还有一瓶冰镇
过的矿泉水——那是给“中暑”的快递柜预备的“退烧药”。

在观澜府小区，一台智能快递柜的主屏因持续高温出
现卡顿。周磊熟练地切断电源，用湿毛巾给机器物理降
温。“就像在部队站岗，设备也要随时保持最佳状态。”他边
说边检查散热系统，汗水顺着安全帽的系带滴在控制面板
上。

这个由 5人组成的运维团队，管理着遂昌县 60个智能
快递柜。除了负责抢修的周磊，还有 2名客服处理咨询员、
一名市场对接专员，以及专门清理“僵尸包裹”的保洁员。
每个柜子每月都必须彻底清理一次，否则就会堆满无主包
裹，变成“垃圾寄存站”。

在周磊的微信里，有个特殊的“快递柜急救群”，80多
名快递员随时在线上反馈问题。7月 3日下午，群里弹出
消息：“3 号柜 12 号格口的快递显示已取，但客户说没拿
到。”不到 10分钟，周磊就从后台调出取件时的监控视频，
画面里清晰显示一位女士取走了包裹。这种高效响应，让
快递员王师傅感慨：“以前遇到纠纷得扯皮很久，现在有视
频为证，省下的时间能多送 20单。”

两年前，这些柜子还没有出现在遂昌。创业青年陈冀
锐清楚地记得，御景园小区物业室宛如“快递灾难现场”：
500多件包裹堆满每个角落，业主们弯腰翻找的身影如同

“考古发掘”。“有一次，有人翻找了半小时才发现自己的包
裹被压在最底下，外包装完全变形了。”正是这一幕，让陈
冀锐决心在遂昌引入智能快递柜系统。

变化最显著的，是地处偏远的妙高街道源口村。过
去，村民的快递都统一发到宇恒电池厂，风吹日晒后，面单
褪色，厂区角落常年堆放着无人认领的“僵尸包裹”。如
今，村委会门口的智能柜区域，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村干部发现，智能柜投用后，党建宣传栏前常有人驻足，

“大伙儿在取快递的时候，也把政策通知给看了。”
这些智能柜，也在织就一张城乡共富的服务网络。大

柘镇发现了这个稳定的收益项目，由强村公司投资 40 万
元，如今，项目正以 8%的年化收益反哺集体经济。上个
月，3.2万元分红又到账了。

2分钟续航

“嘀——换电成功！”圆通的快递小哥蓝陈法熟练地将
耗尽的电瓶车电池插入柜体，2分钟后，就取出了满电的电
池。在遂昌街头，这样的换电柜已成为骑手们的“能量加
油站”。快递、外卖小哥只需简单扫码、开仓、换电瓶，就能
让电动车迅速“满血复活”。

共享电瓶，犹如电动车的“共享充电宝”，而共享换电柜
则通过“以换代充”的方式，巧妙化解了车主的续航焦虑。
一块块印着“宇恒电池”标识的三元锂电池，是由遂昌本地

企业定制生产的“能源核心”，能为电动车续航180公里。
记者观察到，换电柜外观类似快递柜，柜体的红绿指

示灯闪烁，红灯表示充电中，绿灯代表满电，而熄灯则意味
着柜内无电池。打开微信小程序，便能查看使用教程，轻
松上手。太保殿停车场的换电柜旁，几位外卖员正在熟练
操作，尽管电动车电量即将耗尽，但他们无需等待数小时
充电，只需更换满电电池，就能立即“恢复动力”。

商业模式的智慧藏在细节里。“299包月就像给电动车
办了张健身卡。”蓝陈法笑着算账。目前，遂昌已有 60多名
外卖员和快递员办理了包月业务，“过去最怕中午充电，现
在换电比加油还快。”

作为扎根遂昌多年的新能源企业，宇恒电池为换电项
目量身打造了轻量化电池解决方案。相比传统电池 40公
斤的重量，这款采用镍钴锰酸锂正极材料的三元锂电池更
轻，能量密度更高。更重要的是，215度电的储能柜利用遂
昌当地的谷电充电，进一步降低了换电成本。

但对于换电柜而言，最关键的成本是安全边际成本。
电瓶长时间充电可能会引发火灾，在其他地方充电房

多设在居民区，一旦出现火情，后果不堪设想。为此，项目
负责人陈冀锐将换电柜地址选在了外卖小哥相对集中的太
保殿停车场，这里位于城市中心，但远离人群，降低了风险。

“隧道电力银行”

在大柘镇 324省道上的华洋隧道入口处，一组不起眼
的储能柜静静运转。这个由政企协作打造的储能消薄项
目，自 3月运营以来，每天节省 230元电费，预计十年内将
创造超 60万元收益，其中大部分反哺村集体经济。这个被
称为“电力银行”的项目，已成为山区县探索新型电力系统
的鲜活样本。

“这是最直接、稳定的可持续增收！”大柘镇强村公司
负责人韩景行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是与县交通部门的合
作，相当于为村集体安装了一台“绿色提款机”，通过“一次
投入，长效收益”创造持续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遂昌县依托国际能源政策，创新推出“政府出
资、企业出力、村级增收”的储能消薄模式。通过将储能电
站投放到用电高峰和低谷的电力场景中，利用电价差赚取
利润，再将这些收益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这一次，储能
电站应用于道路交通领域，是遂昌的首次尝试。

“遂昌地处浙西南山区，境内道路隧道众多，大部分需
要常年照明。”遂昌县交通运输发展中心国省道养护科的
工作人员说，“以去年为例，隧道照明电费高达 197万元。”
如何降低道路运营成本，一直是攻关研究的重点。储能电
站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经过多次论证，双方达成合作——由大柘镇强村公司
出资购买设备，收益共享。华洋隧道成了这项新技术的试
点。“华洋隧道全长 582米，日均用电量稳定，特别适合用一
台 215 度的储能设备削峰填谷。”大柘镇人大主席毕丹雯
说，设备运行 365天，充放电效率达到 90%，确保了项目收
益的最大化。

“按照每天 184元的收益分成，华洋隧道一年就能为我
们增收 6.7万余元。设备保守估计能运行 10年，整体收入
将超过 60万元。”韩景行说。

“储能电站在交通领域的创新应用，不仅节省了道路
运营成本，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动能。”遂昌县交通运输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会把储能技术嫁接到更多交通
基础设施，通过储能电站这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载体，为
山区县缩小“三大差距”开辟新赛道。

“三柜智变”，城乡能量对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