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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

小时候，我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的中国结情有独钟，总喜欢把它们挂
满我居住房间的墙面。看着它们，我
就会幻想着成为飞针走线的艺人，无
数线绳经过我灵巧的双手，编织出一
幅幅寓意美好、造型优美的中国结，勾
画出我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

但是，参加工作后，这个结慢慢淡
去，在我心里却多了另一个“结”。

作为一名邮政人，一个默默无闻
的年轻员工，“三点一线”的工作，日复
一日的劳作，感觉自己就像流水线上
的螺丝钉，很难有存在感。有时，枕在
繁星满天的夜幕下整晚都睡不着。我
总想，在茫茫宇宙中，一个人就似沧海
一粟，如同尘埃般微不足道。这样的
我，这样的梦，如此卑微，如风中随时
熄灭的烛火。不知不觉间，我为自己
筑起了一个坚硬的“结”，按生活既定
的轨迹按部就班地坚持着……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来，
恐惧蔓延，人们被困家中。待在家里
快要发霉的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对
自由呼吸的向往，也体会到“若为自由

故”的渴望，连外面的空气都令人觉得
如此亲切。

面对严重的疫情，面临生死的威
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牵挂，或是民族
大义，或是父母儿女，或是身外之物。
但是，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高速且精密
运转的机器，多数人“停摆”了，那就必
须有少数人负重前行。我身边的少数
人就是那些白衣天使、那些邮政快递
小哥。

邮政快递小哥是这座城市最勤劳
的蜜蜂，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停歇在
旮旯角落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没有人记得他们的模样，甚至没有人
关心他们曾经来过；他们能触摸到这
座城市的脉搏，却没有人听到他们的
心跳。疫情之下，如此不起眼的他们
却在危难中冲了出来。

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里，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抗疫战斗中，绿衣使者和白衣天
使的身影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他
们是这座城市的无名英雄。电视里，网
络上，报纸中，不时有“国家需、邮政在”
的新闻报道：有血书请缨飞往武汉的帅
气机长，有穿越“火线”运送物资的年长
邮车司机，有连轴加班支援前线的后勤

大姐，还有冒险保障邮路畅通的可爱小
哥……一个个邮政人勇敢顽强，化身为
一往无前的“绿巨人”。

在这里，有一种担当叫“共产党员
上一线”；在这里，有一种承诺叫“我是
党员我先上”；在这里，有一种使命叫

“党员不扛谁来扛”……这些朴实无
华、铿锵有力的话语无不让人感受到
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样子。

有些行业停了，邮政没有停；社会
快递停了，邮政快递没有停。

邮政快递人用高度的责任感和无
私的奉献精神，铸就起一道众志成城
的强大防线；用坚强的身躯和有力的
臂弯，打造起一座坚不可摧的钢铁长
城。他们用铿锵的誓言和实际的行动
验证了一句话：“不要问国家替你做了
什么，想一想你替国家做了什么。”

在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里，一张
张面孔，一句句感谢，一面面锦旗，让
我平静如水的心里不时荡起阵阵暖
流。他们舍弃了温馨的港湾，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用责任和热忱撑起了
这个企业的脊梁。难道他们不爱自己
吗？不，他们爱自己，但更爱这个企
业，更爱这个国家。如果非要用一句

话为他们这些壮举做一个注脚，我想
莫过于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诗：为什么
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

电影《大话西游》中有这么一句经
典台词：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
有一天他会身披金甲圣衣……我想，
我也找到了我的盖世英雄，虽然他们
不能上九天揽月，不能下五洋捉鳖，但
依然不影响他们成为我心目中的英
雄。鲁迅先生在《热风》中写道：愿中
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
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
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
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有了这段无法磨灭的印记，又经
过多少次难眠的思考，我的心中萌生
出了答案：一个人虽微如萤火，但无数
的我、无数的梦汇聚在一起，就能凝聚
成一只耀眼的炬火，在星光下熠熠生
辉。我的心结终于被化解了，我为身
为邮政人而感到自豪，我为成为这个
时代的奉献者而欣喜莫名，我庆幸自
己就是那颗毫不起眼的螺丝钉——即
便那么微小，我也有光、有梦想……

□汶君

一

青山隐隐水迢迢。
雪狂暴，风叫嚣。
日伪凶残，
遍地恶狼嚎。
战时邮政披荆棘，
独轮车，创奇迹。

战邮奉献知多少？
破围剿，智谋高。
舍生忘死，
甘把头颅抛。
众志成城保家国，

战邮人，功勋高。

二

百年邮政砥砺行。
改革潮，急先锋。
初心不改，
奉献为人民。
与时俱进天下势，
勇担当，践使命。

抚今追昔邮政情。
三农兴，众口评。
兢兢业业，
旗帜我高擎。
战邮精神出沂蒙，
秉情怀，永传承。

□方怀银

日子如水流，倏忽一年将尽。回望这一年，应付着时光，可堪记忆的事
不多。翻读齐白石的画作，一副《南瓜》的题款，让我思之许久。

题款写道：“昨日大风，不曾作画，今朝制此补足之，不教一日闲过也。”
齐白石的绘画成就，众所周知。一个山村小木匠，因为绘画的梦想闯荡京
城，尤其是年近 60岁，仍有勇气来个衰年变法，终成一代巨匠。这可是活生
生的励志“一哥”呀。

台前显贵，台后流泪。说的是唱戏的人，说的也是人生。正如有首歌唱
的，“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齐白石在定居北京后的 40多年中，几乎天
天都在作画，上面的题款就是最好的证明。不教一日闲过，是他常说的话。
有次他过生日，客人多，忙碌得没有时间作画，第二日还补画昨日之“闲
过”。程十发给自己的画室起名“不教一日闲过斋”，也是在提醒、勉励自己。

一个人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与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但又没有必然的因
果。鲁迅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的。
他去世的前一日还在执笔著文。

我们常常只看到结果，忘却了过程。因此，出现了“躺赢”、天生赢家的
说法。其实，哪怕是嘴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也需要自己的奋斗才能成
功。仙石孕育的石猴孙悟空，一出生便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
光，射冲斗府。虽生活无忧，自由自在，但为了不枉生世界之中，也曾渡海求
学数十年，后大闹天宫，压在五行山下，历经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方为

“斗战胜佛”。
我等皆凡人，大多也像孙悟空一样，年轻时都有自己的远大理想和追

求。为了事业和前途，也曾意气风发、流汗流泪，但结果很难尽如人意。正
如鲁迅所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
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那该怎么办呢？现在流行一个词，“躺平”。确实，高企的房价、人生上
升通道变窄等，让人的努力和奋斗似乎变得没有多少价值。“躺平”只是接受
现状，甚至是吃喝度日。不去做任何改变，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除了继
续“躺平”之外。

其实，国人的生存哲学中蕴含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记得以前，
每年汛期土地上的庄稼被洪水冲毁后，父亲总是及时地补种些大豆、蔬菜
等。我常常不解，要是过几天洪水再来不就白种了吗。父亲则说，就费点体
力和种子，要是洪水不来，就会有收成。农民种庄稼，只管耕种，人勤地不
懒。父亲生前几乎无一日不劳作，也就正月初一、初二歇歇。画室中的齐白
石，也像个农民在纸面上耕作，朝作夜息，日精月进，渐臻至境。

不教一日闲过，是对时间的珍视，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我相信，一日日
努力，必有一点点进步。

江城子

战邮情

我的心结 我的梦想

天地之间满余晖 □方俊 摄

不教一日闲过

□李学栋

近期，影片《信者》在全国各地放
映，赢得好评如潮。这部以乡邮员尼
玛拉木为原型的电影，讲述了一位邮
政投递员十多年如一日溜索跨越澜沧
江，行走在香格里拉坎坷邮路上的感
人故事，很是打动人心。前不久，为了
缅怀王顺友同志，我又一次观看了影
片《香巴拉信使》，影片是以“马班邮路
忠诚信使”王顺友的事迹为原型拍摄
的。这使我想起了另一部早期影片
《那山那人那狗》，影片的主角是一名
默默无闻的邮递员和他的儿子。这三
部影片都是中国境内邮政普遍服务状
态的体现，也是中国邮政践行国企担
当的缩影。

王顺友、尼玛拉木、其美多吉，还
有众多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同志们，
他们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无悔的付
出，保障了边远地区通信通道和物资
交流通道的畅通，并且做了许多本职
以外的工作。在当地居民心中，他们
不仅仅是送报和送信的，他们还是政
府信息的传达者，是政府关怀的化身，
是外界信息的传导者，是物资流通的
媒介，而且是知识、技术的携带者，是
有信誉的保证人，是困难群众的救星。

如果仅仅为了生活，他们大可不
必这样干。他们工作的艰苦和危险是

常人难以体会的，无论是人还是马，都
行走在不能被称为路的路上。风餐露
宿自不必说，每一次出行都面临着生
死考验，人或马一失足都将掉入万丈
深渊。例如尼玛拉木，除了陆路的艰
难，还要滑溜索过江，一不小心就会坠
入滔滔江水中，对“溜索姑娘”的赞誉
中包含了多少艰辛啊。雪域高原邮运
驾驶员其美多吉，除了面对高原山路
的危险外，还要面对冰雪肆虐、歹徒袭
击，他为了保护邮件身中数刀，居然奇
迹般活了下来，养好伤后继续上邮
路。若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一致的回
答是：邮件比我的命重要！我会用生
命保护邮件！以他们为代表的一大批
邮政人，保障了边远地区最基本的通
信和物资流通，这对生活在那里的人
民的重要性不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
可以想象的。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区发
展不平衡并且地形复杂多样的国家，
在中东部城市和一些农村早已享受现
代化的移动通信网络和高速公路、高
速铁路带来的便捷，也能享受到国内
一流水平的快递服务。但是，在许多
偏远山区，由于成本收益问题，少有企
业愿意提供快递服务。肩负国家使命
的中国邮政便成为这一任务的唯一承
担者。人民的需要就是任务，没有领
导指派，没有经济回报，有的只是老百

姓的需要和信任。由于成本太大，不
仅不赚钱，反而搭上了心思和时间。
但邮政人无怨无悔，只有付出再付出，
一门心思地为百姓服务。他们收获到
的是百姓的爱戴和信任。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近20年前的
事。当时，国际上掀起了以政企分开、
开放市场为主要内容的邮政改革浪
潮。“一个邮政领域”和“一个邮政市
场”的争论不绝于耳。当时，欧洲若干
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邮政改革，他们
以进入中国市场为目的，通过各种渠
道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同时进行大
量的舆论宣传。国内某些学者也遥相
呼应，鼓吹完全放开邮政市场。他们
没有想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
衡的大国，完全放开市场后，在企业赚
不到钱的地方，老百姓的基本通信和
物资保障怎么办，基本的金融服务保
障怎么办。当时，一些国家激进的改
革，已经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他们
在改革中过多地考虑了企业化、私营
化，过多地考虑了效率和效益，而没有
充分考虑普遍服务保障问题，导致商
业化后服务网点收缩，服务水平降低；
他们也没有充分考虑职工权益问题，
导致大量人员失业。好在中国政府在
改革中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采取
了积极稳妥的改革方案，使得改革后
的政府主管部门超脱出来，监管和促

进整个行业的繁荣健康发展。而改革
后的中国邮政作为央企，不仅参与商
业化市场竞争，而且承担了普遍服务
和特殊服务的国家使命。这才使得改
革后边远地区的基本通信和物资流通
保障得以继续通畅，也才有以王顺友
为代表的一大批人继续战斗在大山
里，与山里的人民在一起。

近20年前的邮政改革方案酝酿
过程，我是参与者与见证人。当时，原
国家邮政局成立了三个相对独立的方
案起草班子，为的是从多个角度研究
这一重大问题。我有幸参与了由国际
合作司牵头的方案起草组的工作，我
们通过参与万国邮政联盟的活动和收
集大量的信息情报，了解到其他国家
改革成功与失败的真实情况，为我国
邮政改革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此外，
我个人也发表了《中国邮政政企分开
问题研究》《论邮政改革的普遍服务前
提》《确实保障普遍服务是商业化环境
下世界各国邮政改革的共同课题》等
文章。那一段时间的工作，是令我至
今仍然引以为豪的。

王顺友同志已去，但他的精神永
存。尼玛拉木还在，其美多吉还在，千
千万万个他们还在，确保了我们的人
民永无后顾之忧。这是邮政改革给人
民带来的福祉，也是邮政人的精神和
行动给人民带来的福祉。

从《香巴拉信使》到《信者》

家园 □覃文多 摄

□成旭辉

北京冬奥会

冬日迎奥运，
相约在北京。
走冰如起舞，
滑雪若燕飞。
夺冠争荣光，
升旗壮国威。
五环光芒艳，
体育健儿归。

家书

翰墨清香浓，
花笺至爱深。
挥笔写我意，
页页表衷心。
信札一封封，
字字句句斟。
邮传千万里，
鸿雁报佳音。

贺山东大学建校
120周年

相传薪火育新人，
学子庠园把礼巡。
正气浩然凝校训，
名冠齐鲁追泰山。

鸿传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