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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唱大风
——访湖南中邮物流“中欧班列”项目经理侯磊

□本报记者  李珧  通讯员  刘高

从湖南长沙到江西鹰潭，全程近

500 公里，乘坐高铁要 2 个多小时，这

段行程，湖南中邮物流“中欧班列”项

目经理侯磊往返了无数遍。

在湖南中邮物流业务面临困境时，

侯磊和团队成员在企业领导的全力支

持下，走出湖南，在江西和陕西等地开

启了邮政物流发展的新领域；在国家大

力倡导“一带一路”中欧班列发展之际，

率先推动中国邮政第一趟中欧班列的

启动工作，助力中国邮政对接国家重大

倡议；在人们的关注点停留在“中欧班

列”的物流运输上时，以“平台 + 货代”

的“中欧班列”新模式，将业务发展触角

延伸到产业链上游，构建了中国邮政第

一个自主运营的“中欧班列”平台……

新时代，需要创新者，也属于创新

者。但创新伴随着风险，意味着突破，

更需要担当和奉献精神，注定是一段坎

坷的征途。侯磊勇立创新潮头，在创新

的征途上从没有停下过前进的脚步。

前不久，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评选“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全国邮政快递业仅 10 人获此殊荣，侯

磊便是其中之一。而他牵头负责的“中

欧班列”项目更是屡获殊荣：全国邮政

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第

十六届通信行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

评比一等奖、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创新

成果二等奖……

8 月 11 日上午，记者见到了刚拜

访完客户的侯磊，从这位新时代邮政青

年党员身上找到了创新的答案。

在危机中寻找创新时机

“中欧班列”项目是在湖南中邮物

流业务陷入发展困境的大背景下诞生

的。

2017 年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湖南中邮物流业务份额持续下滑。面

对危机，有人看到困境，有人则在困局

中看到了未来。在对变化的把握中，湖

南中邮物流抓住了创新的时机。

时任湖南中邮物流总经理的傅斌

勇带着由侯磊和皮沐璇等几位核心成

员组成的重点项目团队经过反复商讨，

大胆提出了“进军中欧班列领域，推动

邮政物流转型升级”的全新发展理念，

他们决心立足湖南、面向全国，探寻一

条邮政物流发展的新路子。

中国邮政自己的中欧班列要怎么

开？选在哪里开？从构建平台到组织

运输，从对接政府到联系客户，一切都

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经验可循，

每天都会不断冒出新的问题和挑战。

如何快速破局？侯磊和团队成员

决定前往中欧班列重要货源地之一的

义乌调研。侯磊说：“客户最懂市场。

与其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转，不如将

各种问题的决策权交给市场和客户。”

在义乌的 1 个月时间里，他们游走在批

发市场和写字楼，找客户、找货代、找平

台。运输成本、货物通关、物流时效、补

贴政策，一个接一个的客户痛点被侯磊

找了出来。

结合多方搜集来的信息，湖南中邮

物流快速将自主中欧班列平台的选址

锁定为江西鹰潭。“鹰潭向东毗邻长三

角经济带，向南辐射珠三角经济带，距

离集中货源地义乌不足 350 公里，是成

本最低的货物集结点，具备了常态化开

行中欧班列的一切基础条件。”侯磊说。

2018 年 5 月 12 日，中国邮政历史

上第一趟自主平台运营的“中欧班列”

从鹰潭车站发车，驶向白俄罗斯的明斯

克市，这意味着中国邮政在积极对接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道路上，迈出了

坚实有力的一步。

时至今日，湖南中邮物流已在鹰潭

之外的西安、重庆、赣州、金华等多个城

市构建了自己的中欧班列合作体系，累

计发运班列 338 趟，运输集装箱 14196

个，货重 34 万余吨，货值达 56 亿元。

“‘中欧班列’平台运营需要跨行

业、跨体系，用市场的思维去运作。侯

磊扎根市场、俯下身心、遍寻痛点，大胆

创新尝试，真正在危机中抓住了发展的

时机。”傅斌勇说。

在耐心中孕育创新潜能

一间 30 平方米的办公室，就是“中

欧班列”项目的大本营。与同事的办

公桌比起来，侯磊的办公桌看起来空荡

荡的，一台电脑、两个文件夹，水杯常锁

在柜子里。对他来说，这里只是临时落

脚点，更多时间都在奔波的路上。

同事说侯磊有“三多”：出差次数

多、出差天数多、火车票改签次数多。

“中欧班列”全流程涉及对接政府、

对接铁路、对接海关、物流运输、货源组

织等环节，侯磊的工作便是与形形色色

的人沟通。为了配合对方的时间，最多

的时候，他一天改签了 3 次火车票。

“我们一大早坐高铁去鹰潭，带着

一堆材料，经常要等一天，有时候等到

快下班才被通知改时间再谈。”同事无

奈地说，“与人打交道是最难的，但侯磊

总是有耐心。”

面对做事风格迥异的客户，如何保

持耐心？侯磊的秘诀是让自己职业化，

也就是学会把自己的“生活人格”和

“职业人格”分开，不让情绪左右自己

的行为。他向记者举了一个生动的例

子：“比如你是客服人员，客户在电话里

特别生气，其实这不是针对你，而是在

指责你公司的服务或产品。这时就要

用你的职业角色平和应对，而不是用个

人角色评价对方的素质。”

“永远把关注点放在工作本身，而

不是个人的情绪上，很多事情就迎刃而

解了。”侯磊说，年轻人容易血气方刚，

把事情上升到情绪的高度，让很多事情

走入极端，创新就无从谈起了。

2013 年，湖南邮政开展机关人员

到地市分公司交流活动，侯磊毅然离

开机关岗位，到湘潭锻炼学习，他坚信

“基层的锻炼是成长、成才的必修课”。

在湘潭工作的 3 年，侯磊先后从事

多个岗位的工作，基层的摸爬滚打锻炼

了他的能力，也磨炼了他的毅力。

“2013 年，‘双 11’刚刚兴起，我们

还没有完善的网运预案，邮件的处理量

达到惊人的程度。”这次经历让侯磊记

忆犹新，“当时，作为揽投部经理，我每

天 6 点开始配合投递，21 点后还要开

邮车到处理中心装邮件，凌晨 1 点回揽

投部卸车，每天工作近 18 小时，连续奋

战了 13 天。那之后，干什么工作都更

有底气了，这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以

后好像也没什么事是不能挺过去的。”

创新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仅

有耐心还不够，需要一直有耐心、有足

够的耐心。参加工作 11 年，侯磊从没

有休过年假。“我的工作要沟通对接的

细节太多，如果离开了，很容易把细碎

的事情忘掉，再理顺又需要时间。”工

作中的侯磊是个“强迫症”，每一个数

据、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核实才能放

心。“如果在效率和完美之间进行选

择，我一定会选择后者。”在他看来，机

会往往只有一次，宁愿自己多花一些时

间，也要尽力做到万无一失。

在学习中积蓄创新动力

“创新需要开阔的思维。持续的学

习能让人以新的视角、新的手段来解决

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更好

适应社会以及行业中不断出现的新变

化。”问到创新的动力，侯磊毫不犹豫

地回答“持续的学习”。

在“中欧班列”项目的运作中，侯

磊从一个“新手”成长为对“中欧班列”

平台运营了然于胸的“先行者”，正是

依靠持续的学习。在义乌调研工作结

束后，他没有立刻返回长沙，而是又去

了西安、重庆、合肥、郑州等地，向成熟

的“中欧班列”平台运营公司学习经验。

这次学习，让他打开了视野，全面掌握

了平台运营理念，为后续业务发展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

2009 年 7 月，23 岁的侯磊进入邮

政系统，先后从事过投递员、揽投部经

理、大客户部经理、市场部经理、创客团

队经理等工作，每个岗位上，他凡事亲

力亲为，力求熟知每一个环节，做到精

益求精。

在很多青年员工看来，学校里十多

年的时光都在读书，走入工作岗位，只

要做好工作就可以了。侯磊却不这么

认为，他深知不学习必将遇到“本领恐

慌”，各方面知识的储备越多，看待问题

才会有深度和新见解。

“前不久，我在领导的推荐下阅读

了《激荡 30 年》，讲述了 1978 年到 2008

年中国改革开放重大经济事件，对于下

一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有很大启发。”

疫情防控期间，侯磊闲下来的时间多

了，便开始大量阅读经济学、历史学的

书籍，他说学习是需要触类旁通的。

“T 型的人才才是在未来最有竞争

力的，一竖就是在某一专业领域认知的

深度，而一横就是能把多个领域的技能

融会贯通。”在侯磊看来，多领域知识的

迁移和积累会成为创新的源动力，帮助

一个人在专业领域挖得更深、走得更远。

站在企业创新发展的潮头，侯磊以

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勇气迎接行业赋

予的机遇与挑战，更以一颗赤诚的初心

践行了新时代邮政青年党员的责任与

担当。“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荣誉在

他看来，更像一种“监督”，督促他时刻

在创新的路上前行。

百舸争流千帆竞，勇立潮头唱大

风。接受完记者采访，侯磊又要开始忙

碌起来了。这一次，他将带领团队，与

“中欧班列”五大枢纽节点城市对接，

将邮政的“中欧班列”项目打造成为内

外贸结合的运营体系，融入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发展新格局。

战疫“红人”的婚礼
□本报通讯员  韦馥瑜

“传秀，度完蜜月回来啦，你为疫情

防控推迟婚礼，总算可以好好享受新婚

的甜蜜！”8 月底，新婚蜜月后回归工

作岗位的蒋传秀收获了来自同事和乡

亲们的关心和祝福。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普安县楼下邮政支局局长蒋传秀是镇

上的“红人”，为全心战疫，她推迟了婚

礼，大家都为她点赞，中国邮政报社还

收集了全国各地邮政人的祝福，制作成

短片送给她。虽然婚礼推迟了、工作很

忙，但邮政大家庭的满满温情让蒋传秀

感到非常幸福。

婚 礼 会 迟 到，但 爱 从 不 会 缺 席。

回忆起 8 月 16 日的婚礼，蒋传秀至今

激动不已，因疫情延期了半年的婚礼，

加上“家报”送来的惊喜，她的婚礼变

得更加圆满。热闹的农家小院里，蒋

传秀身着红色礼服迎接前来道贺的客

人。“传秀，新婚快乐，你今天好漂亮

哟！”镇上的商户马阿姨一把搂住蒋

传秀，热情地送上祝福。“马阿姨，您

这么忙还过来了，谢谢啦！”蒋传秀赶

紧递茶上前。婚礼现场热闹极了，不

仅是亲人、朋友、街坊，蒋传秀的客户

们也纷纷赶来祝贺。

马阿姨是蒋传秀到支局工作两年

多来发展的忠实“粉丝”，蒋传秀第一

次外出走访客户见到的就是她。最初，

马阿姨对腼腆的蒋传秀并没多大好感，

但通过一次次的微笑走访、需要零钱时

的主动上门、过年过节送上的新春对联

等，两人越来越熟，成了朋友。马阿姨

觉得这姑娘是个热心肠，渐渐地越来越

信任邮政，将自己的资产全部交由蒋传

秀打理。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来到网点办理

业务的客户少了，但蒋传秀没有放松，

这个“工作狂”利用下班和周末休息时

间，带着支局姐妹们走村入户宣传防疫

知识，并收集村民需求，带上移动展业

设备上门开展金融服务。楼下镇共 8

个村，最远的距离网点 17 公里，蒋传秀

和姐妹们跑了个遍。

疫情逐渐向好后，蒋传秀和爱人决

定在 8 月 16 日举办婚礼。日子一天一

天近了，她仍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积极

推进复工复产。姐妹们说：“传秀姐，结

婚事情多，你赶紧忙去吧，网点有我们

呢！”她却笑着说：“一切有父母和爱人

张罗，我就是个‘事不关己’的新娘。”

除了做好厅堂服务，蒋传秀更注重维护

老客户、挖掘新客户，她们甚至把业务

拓展到了离楼下镇 28 公里远的邻县村

镇。在她看来，去走访，客户不一定会

来，但不去走访，客户一定不会来。功

夫不负有心人，楼下支局在蒋传秀的带

领下提前完成了县分公司下达的三季

度余额发展任务。

“蒋传秀小姐姐，上海爱情邮局祝

你百年好合，早生胖娃娃”“我们在吉

林给你发来祝福，新婚快乐”……婚礼

当天，蒋传秀和家人们围坐在电视前，

接收着一份意外的惊喜，来吃喜酒的客

人也簇拥着往屋里看。电视里播放的

是“家报”精心策划的全国各地邮政人

的祝福视频。每一句暖心的话都让蒋

传秀感动不已，她开心又激动：“没想到

会收到这么多同仁的关心和祝福，感谢

中国邮政的家人们，也感谢我父母和爱

人对我的包容，我是党员，也是邮政人，

我会继续不忘初心，为企业美好明天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照片由主人公提供）

2018 年 9 月 28 日，首趟“景德镇—莫斯科”邮政中欧班列从江西景德镇车
站驶出，作为本趟班列的运营平台公司员工，侯磊（右）参加了班列首发仪式。
� □皮沐璇  摄

劳模创新工作室：

带头  激励  奋进
□采绿

劳模创新工作室是由劳模领衔、职工广泛参与，围绕企业中心任务和重
点难点问题，充分展示劳模精神、发挥劳模业务专长和技术优势，产学研相
结合，通过开展业务培训、难点攻关等，带动职工同成长、共进步、学劳模的
实训基地；是弘扬劳模头雁精神、激励职工奋进的典型平台。

2017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创建工作的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各级创新工作室创建总数将超
过 10 万家，全国示范性创新工作室总数达到 300 家”。从顶层设计层面完
善了发挥劳模和工匠人才示范引领作用的制度机制，提出要使创新工作室真
正成为发挥劳模和工匠人才作用，传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新
平台”，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的“攻关站”，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培养
高技能人才的“练兵场”。这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创建劳模创新工作室的目标。

近年来，集团公司、集团工会持续推进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推出了一
批有典型性、引领性的工作室。前段时间，命名北京郑广顺等 46 个劳模创
新工作室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劳模创新工作室”，这是全系统推进此
项工作高质量开展的有力举措。新时代高质量建设劳模创新工作室需要把
握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新发展理念指导。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要将“五大发
展理念”贯穿和引领创建工作始终，实施创新驱动、统筹协调谋划、坚持绿色
引领、推动开放共赢、实现共享发展，是劳模创新工作室成为企业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的“新基地”。

加强党建引领。“党建带工建”是新时期做好工会工作的有力抓手。劳
模创新工作室要积极探索新模式，把党建工作落实到基层、延伸到一线，以
高质量党建为工作室优质高效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党
小组，以党员示范岗、工人先锋岗等为阵地，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加大对创新工作室领衔人的培养力度，搭建各种有
效平台，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成立专家团队，对劳模进行
业务指导，确保劳模创新工作室能力持续提升。增强创新工作室的创新能力，
技术攻关型创新工作室要紧贴企业生产实际 , 开展群众性技术攻关、技术革
新和发明创造活动 , 破解技术难题，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技能传授型创新工作
室要为劳模和工匠人才传授绝技绝活提供条件，使“传帮带”效果达到最大化，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公众服务型创新工作室要在适应客户需求、改
进服务流程、拓展服务手段上大胆创新，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搭建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建立健全创新工作室创新成果展示转化平台，
组建企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专业技术委员会，举办技术推广、经验交流等活
动，促进创新项目孵化和成果转化。拓展不同企业、行业创新工作室交流合
作，引导职业相关、技术相近、技能相通的工作室领衔人互学互鉴，探索建立
跨区域、跨行业、跨企业的创新工作室联盟。

新疆区分公司

回访受纪律处分人员

本报讯� �“受处分后，思想压力很大，干工作也有些畏手畏脚，感谢组织

通过回访帮助我放下思想包袱。”8 月 19 日，一名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

干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分公司开展回访教育时说出了心声。

今年初，新疆区分公司印发《关于开展受纪律处分人员回访教育工作的

通知》，明确了受纪律处分人员回访教育工作原则、责任主体、回访对象和工

作程序，并对进一步建立健全回访教育常态化机制，强化对受纪律处分人员

的教育管理，切实做好纪律处分“后半篇文章”进行了部署。要求各单位进

行回访教育时，坚持把党政纪教育、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结合起来，将教育、

监督、管理、激励贯通起来，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受处分人员工作积极性，收

到“回访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

按照“分级负责”“谁处分谁回访”的工作要求，全区邮政各级纪检部

门会同组织人事部门认真开展回访教育工作，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制定了

回访方案，采取与受处分人员及其所在单位党组织书记谈话、听取意见的方

式，了解回访对象思想状况、现实表现和工作实绩、处分执行情况以及受处

分人员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等情况。回访结束后，及时将回访结果向组织

人事部门进行反馈，作为干部管理的参考。

截至 8 月底，新疆区分公司已有 14 个地（州、市）分公司完成该项工作，

对 72 名受纪律处分人员进行了回访教育。� □刘淑敏

梅州市分行

打造清廉金融文化

本报讯� � 8 月 24 日，邮储银行广东省梅州市分行党委班子全体成员、机

关党员共 70 多人参观了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暨清廉文化展。

文化展分为“领导干部警示案例、金融领域反腐案例”“廉政故事”“好家

风故事”“银行职工警示教育案例、邮储银行行内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四部分，

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反腐倡廉、廉洁自律、好家风等方面的重要讲话精神，

选取了 70 余个清官廉吏历史故事、古今优秀家风家训和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

法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的廉洁文化内涵。

为深入推进清廉金融文化建设活动，今年以来，梅州市分行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开展了“不忘初心� 弘扬优良家风”主题党日活动、“牢记使命�

筑牢防线�清廉担当”廉洁教育活动、“清廉金融杯”主题征文活动、“清廉金

融�你我共建”主题演讲比赛等，并打造了清廉文化长廊。进一步引导全体职

工树牢清廉意识，培育清廉、合规、诚信的金融文化理念，巩固风清气正、廉

洁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 □张法云

德化县分公司

走访慰问贫困户

本报讯 � 8 月下旬，福建省德化县邮政分公司组织党员干部开展走访慰

问活动，来到结对帮扶的葛坑镇蓝田村贫困户家中，了解他们的身体、家庭、

生活等情况，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增强战胜贫困的信心和勇

气，并为他们送去了慰问品。

同时，为配合德化县委、县政府开展的“爱心幸福城”活动，德化县分公

司在该村开展了“助力健康扶贫�共建爱心工程”志愿服务活动，爱心义诊、

爱心理发等关爱行动让老人们感受到了温暖。� □林亚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