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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迹红色邮政 传承红色基因

蒙山沂水战邮情深
——山东战邮发祥地纪行

□本报记者 刘炳如 杨佳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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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崔鹏森

蒙山巍巍，沂水汤汤。
在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里，

两千多名战邮先辈来往穿梭在
敌人碉堡、岗楼、封锁沟、封锁墙之间，奔走
在传递邮件的“生死邮路”上，忠实履行党交
给的任务；79 年来，“忠贞不渝、使命必达”

的战邮精神已经深深融入邮政人的血脉中。进
入新时代，邮政人从战邮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冲锋在新的“战场”……

峥嵘壮志，岁月如歌。“寻迹红色邮政、
传承红色基因”山东采访组走上沂蒙

大地，重温一段段血与火的
历史，在行进中感悟初心信
仰，在记录中阐释精神赓续。

如何进一步弘扬战邮精神？这是临沂市邮政
分公司思考的问题，如今遍布沂蒙的红色邮局便
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临沂市分公司以坐落在
沂蒙纪念馆的沂蒙红色主题邮局为中心，建立了
沂蒙少年邮局、交投铁局邮局、红嫂邮局、孟良崮
邮局等 14 处红色邮局。他们燃起的星星之火，将
邮政初心照得更亮。

走进沂蒙红色主题邮局，红色气质扑面而
来。这里分为 5 个区域：山东战邮文化区、集邮与
红色文化区、沂蒙特色产品区、沂蒙精神薪火相传
区、邮政普遍服务区，各具特色，全面展现了沂蒙
风貌。

在战邮文化区，战邮精神格外醒目。“战邮精
神是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一直
践行战邮精神，通过邮文化讲好战邮故事。”沂蒙
红色主题邮局原局长李运涛说。

临沂市分公司市场营销部营销策划辛冬冬介
绍说，临沂邮政已开发《沂蒙红嫂》《跟着共产党
走》等百余款文创产品，他着重介绍了首套战邮精
神题材的邮品——《传承》邮折。《传承》邮折封面
是历经风雨的鸿雁载着书信，向着高空勇敢飞
翔。邮折使用的个性化邮票主图是“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字样，副图是战邮历史徽章，表达新时期
中国邮政听党话跟党走、传承战邮精神、不忘初心
使命的坚定信念。

“讲解阐释战邮精神，让广大青少年了解邮政
历史文化，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沂蒙红色主
题邮局讲解员米雪说。自从担任讲解工作以来，
她逐渐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一名战邮精神讲述人，
还是战邮精神的传播者。她希望能为更多的青少
年讲述战邮故事，让战邮精神在他们心中生根发
芽，并永远传承下去。

6 月 10 日当天，临沂第二实验小学的 30 名少
先队员来到沂蒙红色邮局，参加了以“诵读红色家

书 汲取奋进力量”为主题的红色研学活动。孩子
们在这里感受了战邮精神，听到了英雄故事。他
们纷纷在明信片上写下对祖国的祝福、对党的热
爱，加盖了纪念戳，将明信片投寄给老师、家人、朋
友，铭记这份珍贵的红色情怀。

“我了解了战邮历史，认识了刘胡兰式的小
英雄苏立友，知道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这些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我们
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一定要向英雄先辈们
学习，不辜负老师和父母的期望。”少先队员何昀
桐说。

“我们将战邮精神纳入研学课程中，我们希望
通过活动让孩子们了解沂蒙，让‘水乳交融，生死
与共’的沂蒙精神和‘忠贞不渝、使命必达’的战邮
精神在每个孩子的心中发芽，发扬光大。”临沂第
四实验小学校长王红梅说。沂蒙少年邮局自从
2010 年在临沂第四实验小学建立以来，创新组织
开展了“红色沂蒙集邮研学行”等活动。十年来，
沂蒙少年邮局的孩子们遍访沂蒙革命圣地，走访
近百名英雄模范，写下了百万字的调查报告。

“忠贞不渝、使命必达”的战邮精神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作为战邮精神的发祥地，临沂邮政始
终当好战邮精神的传承者、弘扬者。正如临沂市
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周军所说：“临沂邮政将
继续发扬战邮精神，不断赋予以战邮精神为根脉
的企业文化新内涵，致力于将战邮精神在全国发
扬光大，推动邮政改革发展再创新佳绩，为打造行
业‘国家队’、实现中国邮政二次崛起贡献力量，以
优异成绩献礼建党 100周年。”

唱不尽的沂蒙山水，说不尽的战邮精神。一
次次回眸寻觅，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战邮先辈以
热血和生命点亮了璀璨的晨曦。而今时光流转，
初心不变。 循着战邮先辈的足迹，中国邮政人踏
上新的征程，去奋斗、去创造……

1942 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由于敌
伪军的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分割和封锁，亟须建立
通信联络。2 月 7 日，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
员会在沂南县双泉峪子村成立山东战时邮务总局。

山东战时邮务总局主要承担传递党内文件、信件和报刊，
沟通各根据地之间以及山东与中央的联系，护送干部穿越封
锁线、运送重要物资，保障党政军通信畅通等任务。山东战时
邮务总局成立后，中共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作出决定，将党的
交通组织和党报的发行组织，从上到下合并到各级战时邮局，
统一管理，实行“一元化”领导。1943 年底，山东省的交邮系
统已经形成邮（务）、交（通）、发（行）“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
山东战时邮务总局局长赵志刚兼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交通科
长和大众日报社发行部部长。

山东战时邮务总局在各个战区相继建立了邮务管理局，
开辟了通往胶东、渤海、泰山、湖西、鲁西、华中、淮海、苏中及
太行等 12条省内主要交通干线，总里程达 17200 公里，形成了
纵横交错的战时邮务通信网。战邮先辈们经受血与火的考
验，确保了党中央战略部署与战术指令的传达畅通，有力保障
了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走进山东战邮纪念馆，呈现在面前的便是战邮英烈
墙。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山东战邮 468 名员工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另外还有 200 多名战邮烈士没有留下姓名。他们中
有为保护邮件同敌人顽强战斗、直至献出宝贵生命的岳赞臣；
有和刘胡兰一样年龄，面对敌人铡刀依然坚贞不屈的苏立友；
有担任前线侦查任务时被俘，面对敌人酷刑，坚持大义的许茂
生；有遭受敌人刀割斧砍，至死也绝不泄露党的秘密的王
伦……山东战邮纪念馆陈列着带有斑驳痕迹的烈士遗物：岳
赞臣的帽子、苏立友的衣服、许茂生的上衣、王伦用过的旱烟
袋……一件件遗物是战邮先辈形象的缩影，他们忠贞不渝不
负党的殷殷重托，始终秉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必达的
坚强意志。

邮政退休员工段瑞成是战邮后代，他的父亲段立魁是一
位秘密交通员，他回忆起父亲传递文件时的艰险：身上背着装
文件的包袱，肩扛长枪，带上 10 发子弹，小跑传递，穿行于丛
林山涧。插有火柴的文件以示火急，遇有密件不分昼夜出
发。他们为了不暴露目标，牵一头驮运邮件的骡子，跑的次数
多了，连骡子都记得住山水相连的乡间小路。偶尔迷路后，都
能追随其后，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段瑞成印象中父亲遭
遇最危险的经历是父亲和班长在传递文件时，遇到了数十名
敌人，万分危急之下，班长为防止泄密，边跑边把文件吞到肚
子里。“模范战邮交通员，服从分配守时间，早去早回不偷懒，
走起路来一溜烟，一溜烟呐一溜烟。”这首《模范战邮交通员
歌》便是战邮先辈工作的真实写照。

战争的炮火硝烟，邮路的艰难险阻，铸就了不朽的战邮
精神：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定立场；保守机密、人在文件
在、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排除千难万险、勇往直前完
成传递任务的坚强意志；严守纪律、艰苦奋斗、雷厉风行的
战斗作风。“忠贞不渝、使命必达”就是对战邮精神的高度提
炼和概括。

山东战邮纪念馆内，首次用毛主席像作图案的邮票，被
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成为镇馆之宝。这是山东战时邮务
总局于 1944 年初发行的毛泽东像邮票，是抗日根据地首次
用毛主席像作图案的邮票。原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史志办公
室退休干部扈德玉曾参与编辑《中国解放区邮票史·华东卷

（上）》，广泛搜集战邮资料。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的
正确领导下，抗日战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毛泽东被人们崇
敬，因此要发行这套邮票。据他向胶东战邮管理局监印员于
安了解，该套邮票是在胶东的《大众报》印刷厂印刷的，不仅是
中国首套，也是世界首套用毛主席像作图案的邮票。

山东战时邮务总局自成立至 1949 年 5 月，共印制各类邮
票 110种，发行各种免资（有资）封片等邮品 24种，这些印制发
行的邮资票品成为战邮不断发展壮大的标志和历史见证。

战邮，
中国邮政的红色基因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至未来，战邮精神都
是中国邮政的宝贵财富，是不朽的历史丰碑。一
代代战邮精神传承者、弘扬者不忘初心使命，奉献
智慧和力量，推动邮政事业不断前行，让“人民邮
政为人民”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邮政分公司党总支书
记、总经理吕红玉，出生在战邮发源地沂南县，从
山东战邮纪念馆讲解员到县分公司领路人，她的
成长深受战邮精神的影响。

“从沂南来到蒙阴，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挑
战，因为蒙阴县分公司多年以来存在着一个特征，
就是我们的‘饭碗工程’，在每年的一季度、二季
度、四季度，几乎没有一年是正增长，所以给整个
蒙阴团队带来了‘蒙阴分公司负增长很正常’这一
错误认知。”接到从沂南到蒙阴调令的吕红玉，曾
经为此犯愁，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但曾经在山东战邮纪念馆做讲解员的那段经
历，让吕红玉勇敢迎接即将面临的挑战：“我当时
想起了我们的战邮英雄，管兆修、葛春亭、庞耀，他
们在那么困难的时期，都能舍生忘死、毫无畏惧地
坚持做下去，我们就干这点儿业务有什么难？所
以我就做好了迎难而上的准备。”

她坦言，蒙阴县有 52万人口，大约 12万户，而
在她刚来到蒙阴时，公司的客户数量只有 28000
户，市场占有率低。吕红玉说：“如果把沂南这种
相对成熟的县分公司称为‘解放区’，那么蒙阴则
是‘敌占区’。”

从“解放区”走到“敌占区”，如何扭转“淡季困
境”？吕红玉以沂蒙精神、战邮精神为指引，从根
本上解放员工思想上的牢固枷锁。“首先从思想
上、从信心上让他们感觉到绝对能打胜仗。我们
有‘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和‘忠贞不
渝，使命必达’的战邮精神，以这样的精神作指引，
我们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员工，他们敢闯敢拼，所以
我觉得这两种精神在蒙阴员工身上得到了充分体
现。”

敢打胜仗要有精神领航，而能打胜仗还要有
核心、高效的工作方法。在吕红玉看来，业务量只
是众多考核指标当中的一个小指标，而最终反映
市场拓展最重要的指标还是客户，所以她很快对
考核标准进行了调整，如何获客、留客，成了吕红
玉破解难题的关键。“首先，我们是一个服务窗口，
那就要把 100%的心思放在服务客户上，让来到我
们网点的每一个客户，都能感受到中国邮政的服
务热情。其次，我们要整合资源，集中全力为老百

姓做实事。比如去年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发现
老百姓的苹果卖不出去了，于是我们把蒙阴苹果
作为扶贫项目，借助邮乐网这一电商平台把苹果
卖向全国，助农脱贫。仅三天时间，就售出了 3 万
公斤苹果，得到了县委书记的称赞。”

深受战邮精神影响的不只吕红玉一人，蒙阴
县坦埠邮政支局投递员王德建则将做好投递这份
工作与传承战邮精神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2019 年 3 月 31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
道《面对面》节目播出了《查无此人、地址不详，
寄给烈士的上千封信，如何送达？》专题报道。报
道的主人公就是当时助力六位烈士“回家”的王
德建。

“我把为烈士寻亲的信件送到他们家人手中，
是对的事，是必须要做到的事！”当被问到为什么
一直坚持寻找烈士家属、送归烈士遗物时，王德建
说，“烈士都是英雄，他们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
牺牲的，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用流血牺牲换
来的。”

“刚入邮局进行培训时，观看了关于战邮的纪
录片，了解了当时的投递员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
送党报，送情报文件。我就在想，现在生活在和平
年代，我能不能做到和他们一样不怕牺牲。”王德
建说。自 2016 年第一次看到信封上写着“寻找烈
士亲人”的平信后，王德建就成了一名为烈士寻亲
的志愿者。

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更出于对烈士的尊重，
王德建每一次都是大海捞针般寻找，尽管有时
候也会有挫败感，但是他从没有想过放弃。“我
愿意更加用心做好这件事，这是我做过的最好
的事。”

跟随王德建，爬过超越 45 度的陡坡，转过又
急又窄的弯道，穿过崎岖的山路，采访组来到了岱
崮镇下旺庄村，见到了 95 岁的朱永德大爷。朱大
爷紧紧拉住王德建的手，嘴里反复说：“你可太操
心了，多亏了你啊，让我得到了这个消息，惦记了
70 多年的这件事，如今终于可以放下了。你真是
个大好人，我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人啊！”一别 70 多
年后，朱永德大爷终于得知了哥哥的消息，“现在
终于知道埋在哪儿了。”

王德建这位朴实却又“固执”的投递员已经成
功帮助 15 位烈士找到了“家”，他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战邮精神。

从改革发展到服务民生，战邮精神是邮政人
不竭的精神动力。

传承，邮政不断前行的力量

弘扬，将邮政的初心照得更亮

战邮英烈墙诠释了战邮先辈们忠贞不渝、不负重托的信念。

在山东战邮纪念馆的工作经历让吕红玉深受战邮精神影响。

山东战时邮务总局旧址。

扈德玉向记者讲述战邮故事。

朱永德大爷感谢王德建，“终于有了哥哥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