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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迹红色邮政 传承红色基因

太行山下的邮路战歌
——晋察冀边区邮政寻访纪实

□本报记者 张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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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龙景君 邸亚峥 临时邮政邮票。

“根据地子弟兵，水
有源来树有根，热血报答

父老恩，老百姓共产党，同舟共济一条
船，人民江山代代传。”这一首《我的故
乡晋察冀》主题曲响彻大江南北，唱出了老

百姓与党心连心、浓浓军民鱼水情。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晋

察冀边区谱写了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抗日战
歌。80多年后的今天，满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敬仰，

“寻迹红色邮政、传承红色基因”河北采访组来到
阜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从往昔的战

火纷飞中寻迹红色邮政精神，在军民团结抗战的铮铮
铁骨中感悟红色基因的传承。

我们用心聆听着时空的对话，触摸着历史的
脉搏。临危不惧，斗智斗勇，宁洒热血，保障通
信，那一场场凝结了边区交通邮政人机智与

勇敢的战斗所铸就的革命精神，正是我
们薪火相传的邮政精神之根、
力量之源。

青山如黛绵延千里，苍穹如镜笼
盖四野。站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我们
感受着历史的变迁、岁月的痕迹。从
1945 年 2 月阜平县邮政局建立到 1953
年 1 月改成邮电局；经历了邮电分营、
邮储银行成立，现如今，阜平县的许多
邮政支局集代理金融、邮政业务等于
一身，是名副其实的综合性服务网点。

走进阜平县邮政分公司城南庄红
色主题邮局，映入眼帘的就是陈列于
展架之上的《习近平在正定》《中国共
产党简史》等书籍、各种宣传当地风景
和地方特色的明信片及邮资封，其中，
红色主题的邮票最受客户喜欢。

支局长韩英杰正忙着给客户加盖
明信片邮戳。她说：“红色主题邮局依
托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开发了一系
列红色文创产品，传承红色基因，宣传
红色文化，助力当地的经济发展。”

2012年 12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阜平县慰问困难群众，向全党全
国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韩英杰主
动担负起帮扶贫困户的工作。她一有
时间就拿出印有各种政府扶贫优惠政
策的“口袋册”认真学习，针对所帮扶
对象的不同家庭情况宣传相应政策。
在了解到体弱多病的段兵三及其家属
有心脏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后，她主动
协 助 他 们 办 理 了 慢 性 病 医 疗 补 助 。
2019年 3月，段兵三突发心脏病，6月，
段兵三的老伴儿又不慎腿部骨折。韩
英杰得知情况后都是第一时间跑到医
院帮老人办理住院手续，并多次到医
院探望。老人出院后，她还自费为他
们购买药品、营养品。老人病愈后拉
着她的手说：“真是个好闺女，比我自
己的儿子照顾得都周到。”

真心扶贫，用爱助民，韩英杰的扶
贫事迹不仅得到了当地百姓的高度评
价，也在全县扶贫工作中成为典型。

2020 年，韩英杰获得了县委组织部评
选的“十大杰出帮扶责任人”称号。

在阜平县像韩英杰这样积极投身
扶贫工作的邮政员工还有很多。2015
年至今，阜平邮政抽调 3名员工组成扶
贫工作队，长期驻村开展扶贫工作，同
时，有 39 名邮政干部员工对 195 户贫
困户进行结对帮扶。

阜平邮政人传承红色基因，不忘
初心使命，全力开展惠民助农工作，走
村入户配送化肥、种子，没有时间限
制，没有地点约束，只要农民有需要，
邮政员工都是第一时间送货上门。阜
平县分公司还在全县成立农村电商分
销机构，依托邮政网点和农村超市、小
卖部建立了 80 余处“三农”服务站，打
通了服务“三农”的通道，同时取得政
府支持，在阜平电商园设立了邮政产
品展示窗口，开展了农产品进城、工业
品下乡服务。2020 年，阜平县分公司
工业品下乡完成销售额 169.5万元，农
产品进城完成销售额 131.8万元。

几年来，阜平县分公司领导带队
每月多次入村进户走访，帮助解决群
众困难。扶贫驻村工作队真心帮扶，
吃住在村，宣传党的政策，协助村委会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入农户了解实
情，资助困难群众。全体邮政员工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与人
民群众亲如一家，大家手牵手、肩并
肩，一起开创脱贫致富的幸福路。

从战时邮政到新中国邮政，一代
代邮政人前仆后继勇担当，扛起践行
责任使命的大旗。国家有需要，邮政
在行动；人民有呼唤，服务不间断。“人
民邮政为人民”，邮政人永远将党的嘱
托牢记心间。新时代的前进路上，我
们看到一个个坚毅笃行的绿色身影迈
着更加坚实的脚步，为创造、守护人民
群众的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

1940 年，晋察冀北岳区发生严重
的荒灾，加上敌人的封锁，这一年边区
的生产生活处在了最困难的时期。在
这艰苦的岁月里，树叶成为军民最主
要的口粮。当春天树叶萌发，杨树、榆
树都长出嫩芽时，聂荣臻司令员下令
不许部队在村庄方圆十五里以内采摘
树叶，要把树叶留给群众，自己宁可饿
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这则“树叶训
令”的故事流传至今。而在民间还有
这样一个歌谣：“二月里寒食柳芽黄，
三月里谷雨杨叶长。家家户户采树
叶，一春树叶半年粮，精打细算度春
光，节省粮食交公粮，子弟兵吃饱好打
仗，支援前线第一桩。”军爱民、民拥
军，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也为抗战胜
利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在交通邮政通
信中，人民群众也是主动为交通邮政
人打掩护，保护他们携带机要文件、军
民邮件等顺利地冲过敌人的封锁线。

据史料记载，在敌人疯狂围剿的
危险情况下，有一名四川籍八路军战
士向四川老家寄信，不但收到了老家
回信，还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汇款。一
封信虽小，却承载着交通员对军民的
无限热爱与担当；一张报虽轻，却肩负
着传递党的声音、传达党对人民关怀
的重大责任与使命。

沿着又陡又长的阶梯，采访组一
行迎着如火的烈日寻找到晋察冀边区
邮政管理局冀晋分局旧址。旧址所在
的山区面积很大，山上有很多专门供
交通站工作的窑洞，这些窑洞处于不
同方位，彼此之间相互连通。仅仅爬
一次山，找到一处交通站的窑洞口，采

访组的组员们就已经气喘吁吁。而处
在抗战时期的交通站队员们要克服各
种困难，每天来回奔波，遇到敌人突
袭，还要及时进行转移。这些都要有
超强的意志力和无惧牺牲、甘愿奉献
的精神作为支撑。许许多多的交通员
义无反顾地坚守在保障军民通信的岗
位上。

如今，依旧是那一弯弯山路，开着
绿色邮车穿行在上面的不再是交通站
队员，而是新时代的邮政员工。不同
的时光里，他们却有着相同的使命、相
同的信念——为人民服务，不辜负人
民的期待和厚爱。

今年已 69 岁的全国劳动模范白
玉军老人曾是阜平县城南庄镇投递
员。在邮政工作的 35 年间，白玉军亲
眼见证了阜平邮政的快速发展。白玉
军说：“看着沙土邮路变成漂亮、实用
的硬柏油路，看着投递员从步行百里
进山送件到开电动车安全迅速地投送
邮件，我真是打心里高兴着哩。”

山里的百姓更是把邮政投递员当
成亲人。大道村的吕老汉说：“负责我
们村的邮政投递员白玉军和我们像亲
人一样，不管邮件多重，他都给我们按
时送到家里，30多年没落过一件邮件，
村里不管谁让他帮买东西，无论大小，
他都热心地帮忙。”

今天的阜平邮政正在不断提升普
遍服务的质量。目前，全县共设有邮
政支局（所）13个、金融网点 8个，通邮
单程总里程达 120 余公里，真正地实
现了村村通邮，百姓不出家门就能随
时收寄邮件，使用邮政服务。

“咱们一道反法西斯，一直到彻底消灭法西斯，建设和平、民主、自由、
繁荣的新世界。”这是抗战时期，担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的宋劭
文写给奥地利医学家傅莱的送别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收到
一封亲友的来信是多么珍贵，因为这封信不仅饱含着亲友的关怀，更饱含
着交通邮政人的郑重承诺与付出。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聂荣臻同志以阜平县为起点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
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城镇被
敌人占领，交通线被敌人封锁。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临时邮政负责人开
辟邮路、运送邮件，硬是在敌人的封锁中打通了边区邮路。

跟着原保定市邮电局史志办主任刘文清和原三十八军党史办主任金
宝仁的思绪，我们一起重温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交通邮政历史。1937 年 10
月底，晋冀察边区临时邮政总局正式在阜平县设立后，就开始在边区腹地
开辟邮路，组织了通往北岳各县的邮路，开辟了通往晋西北与延安联系的
主要干线，沟通了敌后根据地的通信联系。后来，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
边区邮政转为战时交通。战时交通邮政通信组织除了要完成本区、县的
通信任务，还要担负首脑机关同各革命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以及
文件、信函、报刊的传递任务。特别是当时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报刊不仅种
类多，有日报、三日刊、周刊、月报等，而且发行量大，所以报刊的传递任务
十分艰巨。

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里，采访组找到了几封珍贵的军民信件，看
到了战壕里收到报纸的战士们认真阅读学习的照片。晋察冀边区革命纪
念馆副馆长王芳介绍：“边区临时邮政为了完成战时交通邮政任务，还根
据形势变化和对敌斗争的需要，组建了武装交通、秘密交通、地下交通、随
军邮局和支前邮局，留下了许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战时的交通邮政人时刻都有可能暴露。王芳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阜平共有 12 万余人支援前线和参加战斗，牺牲 5000 余
人。其中，在日本军队发动疯狂大扫荡的过程中，仅楼房村就有 8 名交通
邮政人为了保护军民邮件没有及时转移而牺牲。

“党活动在哪里，军队打到哪里，我们的交通邮政通信就到哪里，一切
为了前线。”“人在文件在，人与文件共存亡。”这一声声的誓言铭刻在每一
位交通邮政人的心坎上。无数先烈付出宝贵的生命，只为信守这份承诺。

“在小推车的隐蔽处挖个凹槽放机要文件；将信塞进粪叉里、鱼肚子
里……”你能想象这都是边区根据地的交通邮政人办到的吗？这些奇思
妙想让敌人防不胜防，也对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毛泽东主席曾有一句话点出了交通邮政通信工作的重要性：抗战要
取得胜利，要做好两种作战方式，一种是公开战，另一种是隐蔽战。

能够顺利完成战时交通邮政通信任务，交通邮政人要具备的不仅是
智慧和胆量，更需要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和抛洒热血的牺牲精神。无
数先烈用他们的忠诚和鲜血谱写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凯歌，这耀眼而火热
的抗战精神、红色基因在一代代邮政人的心房流淌、扎根。抗非典、战新
冠，在邮件分拣场地里，在乡间邮路上，红色邮政精神处处绽放着耀眼的
光芒。

在了解晋察冀边区交通邮政通信历史的过程中，河北采访组采访了
保定市集邮协会副会长马天迪老先生，看到了当时边区邮政发行的几枚
邮票真品。据马老先生介绍，边区临时邮政总局共发行邮票 5 套 10 种（含
唐县临时邮政邮票一套 2种），至 1938年 10月停用。

马老先生说：“临时邮政发行的临时邮票质地并不华丽，设计并不精
美，却可称为‘稀世珍邮’。其珍贵不仅是因为现存数量极其稀少，更因为
它本身所蕴含的意义重大。它真实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创建邮政工作的
艰辛历程，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对抗日战争胜利所起
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提到唐县临时邮票时，马老先生说，当时没有现代
印制邮票的先进工艺，工作人员就请来刻字工刻制了两枚木质邮票印戳，
又从集市上买来当地土抄纸，裁制好用铅笔打上格，在格子里盖上两种邮
票戳记，邮票齿孔是几大张邮票摞在一起用针锥扎制而成的。由于根据
地物资奇缺，印制临时邮票的纸张，都是临时邮政的员工化妆成老百姓，
从保定一点点采用隐蔽方式运到根据地的。临时邮票就是在这样的艰苦
条件下诞生的。临时邮政及临时邮票的出现解决了战时军民的用邮需
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军民抗战的信心。

为民服务：
一份初心，用真心来呵护

鱼水情深：
一份情怀，用行动去表达

使命必达：
一份誓言，用生命去践行

原保定市邮电局史志办主任刘文清展示收集的老照片。

保定市集邮协会副会长马天迪向记者展示临时邮政邮票。

城南庄红色主题邮局内，客户正在购买明信片。

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冀晋分局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