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牛送旧千家乐，玉虎迎新万户欢。农历壬
寅虎年就要来了，神州大地到处是一番红红火火、
龙腾虎跃的喜乐祥和景象。

这个春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
春节。辞旧迎新之际，许许多多曾经受到过邮政
帮扶的他或她，正兴高采烈置办着年货，并且都准

备在虎年虎虎生威、再展宏图。让我们跟随各地
记者和通讯员的脚步，走近他们，去感受那浓浓的
年味，感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来的日新月异的
变化，感受乡亲们的幸福生活。相信在邮政惠农
服务的助力下，他们一定会如虎添翼，走向更加富
裕美好的明天。

□王靖

阿尼玛卿雪山下，蜿蜒清

澈的河流静静流淌，成群的牛

羊 点 缀 其 间 。 这 里 是 青 海 省

果 洛 藏 族 自 治 州 下 大 武 乡 年

扎 村 —— 青 海 省 的 天 然 牧 场

之一，也曾是“三区三州”重点

帮扶的贫困地区。

2018 年，邮储银行青海省

分行员工扎西闹吾成为年扎村

驻村第一书记。为了尽快进入

工作状态，他逐一走访全村 10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牧民同

吃住，才能了解牧民的‘急难愁

盼’。”扎西闹吾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如今，扎西闹吾已经结束驻村第一

书记的工作，临近年末，他又回到了这个

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地方看望村民。尕桑

尖措见到扎西闹吾激动万分，高兴地说：

“现如今，日子好了，也盖了新房子，欢迎

常来。”

尕桑尖措曾是年扎村的贫困户，作

为四口之家唯一的劳动力，因为要照顾

年迈多病的父母，无法外出打工，生活陷

入困境。在扎西闹吾的建议下，尕桑尖

措打算养殖牛羊来填补家用。养殖牛羊

需要一笔不小的经费，且年扎村一年里

大半光景都是冬天，还需要资金购买草

料。资金从哪里来呢？在了解情况后，

扎西闹吾想通过国家扶贫政策和金融产

品帮助其脱离困境。

起初，尕桑尖措对金融产品并不了

解，以为是政府免费给予的资金。为了

帮助其了解具体情况，扎西闹吾带领村

委会成员先后 5 次到尕桑尖措家宣贯金

融扶贫相关政策，最终向其推荐了邮储

银行扶贫小额贷款，并成功发放 5 万元贷

款。

获得贷款的尕桑尖措购买了 50 只白

藏羊，日子有了奔头，生活有了希望。看

着渐渐变好的生活，尕桑尖措心怀感激

地说：“现在不但能吃饱了，还能有钱给

家人看病，让弟弟上学。”扎西闹吾离开

的时候，尕桑尖措的阿爸拉着他的手说：

“感谢邮储！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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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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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萍

通讯员 沈忠平 曾洪祥

“我们这里是非遗工坊嘞！”1

月 21 日，记者跟随江西省瑞金市

邮政分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瑞金市

凤岗村看望廖秀英奶奶，她操着方

言高兴地和我们分享。在廖奶奶

咸鸭蛋专业合作社的正门上方，我

们看到了这块亮油油的“赣州市非

遗工坊”牌匾。

在邮政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

“廖奶奶咸鸭蛋”入选了赣州市文

化 广 电 新 闻 出 版 旅 游 局 公 布 的

2021～2023 年度赣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基地、传承基地和传播

基地以及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

单，意味着“廖奶奶咸鸭蛋”的手工

制作技艺和文化得到了传承，是继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之后的又

一项殊荣。

因为年逾九旬，廖奶奶身体已

不再健朗，加上正值严冬天寒地

冻，廖奶奶已鲜来合作社走动。她

的孙子、现任合作社理事长的张杨

告诉我们：“奶奶身子大不如前了，

但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合作社，仍然

是带着脱贫户共同致富。”

7 年来，“廖奶奶咸鸭蛋”从家

庭作坊到建立标准化生产厂房，从

走街串巷零散售卖到规模化产业

化，从勉强维持生计到成立合作社

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带动周边乡

镇 94 户农户增收。一路走来，廖

奶奶咸鸭蛋专业合作社也见证了

江西邮政助力脱贫攻坚、助力乡村

振兴的努力与坚持。

临近春节，“廖奶奶咸鸭蛋”售

卖非常火暴，供不应求，已经全线

断货。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还欣喜

地得知，就在几天前的 1 月 16 日，

廖奶奶咸鸭蛋专业合作社进行了

一年一度的年终分红。“成立合作

社的初衷，就是为了带领大家一起

赚钱。我们小小的合作社也要为

共同富裕尽一份力。”说起合作社

分红，张杨显得格外高兴。这次分

红高达 22.36 万元，最多的一位社

员分到了 1.18万元。

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获 ，社 员 们

辛勤的付出得到了切实的回报。

近年来，合作社销售额也实现了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2021 年，廖

奶奶咸鸭蛋专业合作社实现销售

额 547 万元，同比增长 40%，为合

作 社 成 员 人 均 月 增 收 600 余 元 。

面 对 未 来 ，张 杨 有 新 的 憧 憬 ，他

说 ：“ 我 们 从 未 停 止 过 追 梦 的 脚

步！”

最后，当我们问到廖奶奶的新

年愿望时，她说：“我没什么大的愿

望，我现在年纪大了，就希望这门

手艺能传承下去，能帮助更多村

民，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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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丹

“是小曹来啦！哈哈哈，欢迎欢迎！快进

屋来坐，这么冷的天，来烤烤火、喝杯茶，暖和

暖和！”

“小年好啊！方总，来给您拜年送福来啦！”

1 月 25 日，这位隔老远就迎着小曹的人，是

汉美蔬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方正初，

他口中的小曹，是湖南省汉寿县邮政分公司的

员工曹鹏——惠农专班成员之一，负责与汉美

蔬菜的工作对接。听他介绍，方总是个低调朴

实的人，矫健的身影经常穿梭在田间地头，与邮

政结缘于 2020 年春天。当时，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冲击，方总一筹莫展，满地绿油油的蔬菜眼

看就要坏在地里，可把他急坏了。就在那时，邮

政人出现在他的面前，给他带来了希望。所以，每次方总

见到邮政人，都觉得格外亲切。

围着炉火，方总感慨万千：“要不是邮政公司当时帮

助了我，真不知道汉美会变成什么样。那时疫情多严重

啊，都不让出门了，我这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几千亩蔬菜，

不就要糟蹋在地里了吗，你说我急不急？就是那时候，

2020 年 3 月份，我的救星出现了！哈哈哈……当时邮政的

惠农走访小分队要收集我的信息，还问我有什么需求，并

告诉我邮政可以向我提供资金和物流、寄递、线上销售等

服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绿色专线帮我把菜

运出去，你说这难道不是雪中送炭嘛！所以，我特别感谢

邮政，这两年的合作也让我更加信赖邮政。邮政为我们

汉美蔬菜牵线搭桥，通过线上将蔬菜销往全国各地，并在

县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下，建成了 20 亩的冷链仓储中

心，政府指定交给汉寿邮政和我们共同运营，年产值约

8000 万元，增加就业人数 300 多人，带动周边农户开发了

近万亩蔬菜种植基地。这不就是为老百姓做了实事嘛！”

通过近年的合作，汉寿邮政为汉美蔬菜提供了专业

的金融、寄递服务，2021 年为该公司代发工资 217 万元，物

流发运 742车次，包裹寄递 11.61万件，为 68名员工购买了

简易险，线上线下销售蔬菜 1239万元。

新的一年，方总对汉美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在邮

政这棵大树下，相信双方的合作将会更紧密，汉美也将秉

持品质、安全的经营宗旨，将企业做大做强，将绿色健康

的蔬菜送到千家万户。曹鹏表示，汉寿邮政也将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中，向更多社、场提供金融、寄递、农村电商

等全方位服务，真正实现邮政惠农、项目强农、产业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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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超 廖结南

“真的太感谢邮政了！2021年，我家虾稻混养

纯收入达到 15万元，4年来首次实现赢利。如果没

有惠农这个好政策，我真是不敢想这个年该怎么

过……”1 月 25 日，家住安徽省潜山市王河镇长友

村的农户汪结兵对笔者说。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了改善家里生

活条件，自 2018 年起，汪结兵便承包水田 800 亩。

然而因为缺乏足够的经验，加上突然来袭的疫

情，汪结兵积攒的辛苦钱几乎全都打了水漂，而

他承包的水田更是连续 3 年未产生任何效益。“资

金没有了，接下来的路也不知道如何走了。”2021

年，汪结兵认为单纯承包水田已经不可行，便想

将其中 300 亩改成虾稻混养，但手中资金严重不

足。正当一筹莫展时，安庆市邮政分公司惠农专

班到村里召开“打造惠农体系，助力乡村振兴”座

谈会。“惠农工作是邮政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服务农业地区的经济主体、助力乡村振兴而

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重点满足融资需求、满足

农产品销售需求、满足农产品寄递需求……”听完惠农专

班人员的介绍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汪结兵按照步骤申

请了 50 万元贷款。“一个星期不到，50 万元贷款就到账

了。以前，我们农民贷款是追着银行信贷员跑，而这一次

我没跑一次路，从申请至贷款到账，全程都是邮储银行工

作人员上门办理，实在是太便捷了！”

贷款及时到账，让汪结兵当年改造水田 350亩，投资 60

余万元，出售小龙虾 70 万元、水稻 20 万元，净利润近 20 万

元，并且还有虾苗留存在水田，2022 年可节省购买虾苗资

金 10万元左右。在惠农项目上，安庆市分公司致力于做好

惠农助农“最后一公里”，将服务送到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涉

农主体家门口，有效解决了农民贷款难，促进了农民增产

增收，走出一条邮政“助农、惠农、利农”的服务之路。

目前，安庆市分公司已逐户对接完成 1048 家种植（养

殖）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发展个体农户会员 12000

余户，并对客户信息进行分层划分维护，帮助 10 余家合作

社在邮乐网上线 40 余款农产品，累计实现农产品销售额

455万余元。

“这是我这么多年承包水田赚钱最多的一年，钱袋子

鼓了，生活也有了盼头。前两天，邮政工作人员还送来了

春联并帮我贴上。今年，我准备继续扩大虾稻混养规模，

带着全村人共同富裕！”汪结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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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圆圆 翟羽佳

1 月 25 日，连下几天的小雪还未完全消

融，走进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南高乡南高

村的养牛户陈辉璞的育肥牛养殖场，牛叫声

此起彼伏，优选品种的荷斯坦肉牛显得膘肥

体壮。

这天正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是中国北

方的传统节日小年，陈辉璞一家人一大早就

开始忙碌，打扫卫生、贴春联、挂灯笼，陈辉

璞还惦记着牛棚里的牛，忙着给牛添饲料、

加水，又在牛棚里挂上了灯笼。“让牛们也过

个新年！”陈辉璞笑着说。谈起“养牛经”，陈

辉璞一脸自豪的表情。今年，他家的养殖规

模又扩大了，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陈辉璞是一名“85 后”，这是他创办养殖

场的第三年，稳定的收入和家门口的就业，

让他很是满意。陈辉璞早年跑长途运输，由

于当时行情不好，再加上家里老人需要照

顾和孩子面临上小学，为了更好地照顾家

庭，陈辉璞决定回乡创业。由于他的父亲原

来养过牛，他上学时学的也是畜牧相关专

业，从小的耳濡目染加上技术基础，他决定

开始养牛。但万事开头难，谈起陈辉璞的创

业路，不得不提起邮储银行对他的金融支持。

2019年，陈辉璞靠着跑长途运输攒下的钱，买了 20

多头牛。观察到当年市场不错，他盘算着再进一些小

牛，但是买牛的资金成了难题。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

到邮储银行石家庄栾城支行咨询贷款事宜。栾城支行

根据他的情况，为他推荐了再就业贴息贷款。没过几

天，15 万元的贷款就申请下来了。陈辉璞用申请来的

资金，在村外盖上了新牛棚，新买了 50 头牛，养殖规模

逐渐壮大，资金需求量也逐渐增多。去年底，栾城支行

又为其发放冀农担贷款 35 万元，满足了他扩大养殖场

的需求。

靠着娴熟的技术和踏实肯干的精神，如今，陈辉璞

的养殖场里已经有 240 多头牛，工序也提档升级，从原

来的手工操作升级到机械化，有拌料机、清粪车、拌奶

加热罐等。他在旁边又新建了一个养殖场，占地十多

亩，是现在规模的两倍。陈辉璞的生意越做越好，成了

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村民来他的养殖场观摩，他也会

热心地给这些村民提供技术指导，现在，村里养牛的农

户已经发展到了 20多户。

“新修的养殖场今年 3 月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开春

后打算再进 200 多头小牛，以后想着继续把牛场做精

做大，带着乡亲们致富，让咱们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把钱

挣到手。”谈及新年打算，陈辉璞兴致勃勃地说着他的

小目标。再过几天，在市里上学的女儿也要回来了，他

们一家人将欢聚一堂，喜迎新一年美好生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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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薇康

1 月 2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扁

担沟镇黄沙窝村客货邮商综合便民服务站

里热闹非凡，乡亲们网购的年货陆续到了

便民服务站，还有不少乡亲赶着这天把自

己家里养殖的鸡和牛羊肉通过邮政寄给外

地的亲戚。

便民服务站负责人兰治国一边帮着打

包、找邮件，一边拿出春联、福字送给来来

往往的乡亲，让大家在小年都沾沾喜气。

提起 2021 开办便民服务站的这一年，兰治

国喜上眉梢。“去年，我们这里通了公交，邮

政给了我一份新的事业。原来，只管理好

我的果园、桃林就万事大吉了，现在，不但

要管理好果园、桃林，而且我还得给来我这

里取包裹、寄包裹的乡亲们做好服务。这

不，快过年了，大家都把自己家的农产品拿

来找我寄。看着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我也高兴得很！”

过去的一年，以邮政为主导新开的便民

服务站不但给乡亲带来了连通外界的便利，

而且邮政还帮助村民把自己种的小番茄、特

色桃子等农产品销售、寄递到全国各地。

“我家的桃子原来卖给合作社，只能在

周边低价销售。去年，邮政把我的桃子带

出了黄沙窝。通过邮政电商渠道，还帮助

我销售了 6000 单小番茄。好多外地人都能尝尝我家

的水果了，这里的特色产品也被更多人知道了。我

的收入也越来越高。现在，我的微信里已经有很多

线上客户了。”提起过去一年的变化，兰治国表示，以

前从没想过自己还能有村子以外的客户，邮政电商

渠道这么方便快捷。有了邮政的助力，他计划再扩

大桃林种植面积，培育更多高品质的桃子，让更多的

外地人喜欢。

“邮政告诉我，今年可以帮助我用现在最流行的

直播宣传销售我们家的桃子，从我的桃林到桃子的

品质，都可以让大家从手机上直观地看到，到时候，

我还要去当主播呢！”提起新一年的愿望，兰治国希

望自己家的桃子、小番茄通过邮政能被更多的人知

道和喜欢，自己的生活能够越过越红火。

忙碌了一上午，兰治国腾出空，拿出了邮政送来的

春联和福字，高高兴兴地贴到了便民服务站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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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鹏森 通讯员 孙喆

“临邑邮政真是俺家的贴心人，了解到我家的困难后，立刻就安排人

员上门来帮我奶奶办理了残疾证，不但不出门就能办理，邮费还是政府买

单。现在，临邑邮政还是俺家的依靠，平时俺家有啥事都跟他们说，他们帮

俺家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真为老百姓办实事。太感谢临邑邮政了！在

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真心希望临邑邮政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也越

来越好！”家住山东省临邑县临盘街道明家村的明宝河高兴地说道。

1 月 25 日正值北方传统的小年。这天上午，临邑县邮政分公司 2 名

志愿者带着水果、花生油、大米等慰问品来到临邑县临盘街道明家村居

民刘江春老人家中，送去临邑邮政的一份新春问候和美好祝福，这才有

了开头老人孙子明宝河的一番话。

2021 年 6 月，临邑县分公司与县残疾人联合会签署合作协议，在全

县 27 个邮政网点推广政邮合作“居家办”服务模式，98 岁的刘江春老人

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2021 年 7 月初，临邑县分公司通过走访得知刘江

春老人瘫痪 4 年，无法外出，每天 24 小时都需要有人照顾，办理残疾证这

个“小事”成了这家人头疼的“大事”。该分公司当即安排 2名政邮服务专

员，通过“居家办”服务模式上门为刘江春老人办理了相关手续，不几天，

残疾证便寄到了家中。

上门“居家办”服务模式，把临邑邮政与刘江春老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随后的日子里，临邑邮政志愿者多次到刘江春老人家中帮助老人打扫庭

院卫生，尽可能地帮助老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临邑邮政用实际行动

弘扬了尊老、爱老、助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

了实处。

“我们将继续把邮政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便民利民的担当，贯穿

落实到具体行动和实践工作中，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临

邑县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于景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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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香

1 月 23 日清晨，冬季的贵州六盘水市天空湛蓝，太阳毫不吝啬地释

放着暖意，通往六盘水杨梅乡的高速路宽阔平整，车辆在道路上畅行。

距离市区 80 公里的杨梅乡慕尼克村，平均海拔 1850 米，全村辖 12 个村

民小组，有 425户、2012人。

临近春节的慕尼克村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孩子们一边嬉戏、

一边享受着冬天里的暖阳，大人们则谈家常、聊亲情，说着村里的变化，好一

派和谐热闹的气象。在慕尼克村尽头，六盘水市邮政分公司开设的便民服

务站负责人沈成艳也显得格外喜庆——一身大红衣裳，手上也套了一双喜

庆的手套。“今年比往年热闹多了，自从邮政在我的小卖部建了这个便民服

务站以来，小卖部的人气大大提升了。临近过年了，我是忙得团团转。”沈成

艳乐呵呵地说道，“因受疫情影响，许多在外务工的老乡都没回来，邮寄腊肉

的也多起来了。你看，今天我就接待了几个寄腊肉还有辣椒面的老乡，一个

是寄给远在浙江温州打工的姐姐，另一个是寄往远嫁盘州市的女儿家的。”

“我每年都要寄一次，以往是要步行十几公里到杨梅乡，今年在自家

门口就能寄，真是太方便了！村里人一说起邮政就都竖起大拇指。”村民

李石桥说道。为了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理便民服务站，沈成艳今年

早早地就准备了对联。由于住得近，杨梅乡邮政支局投递员杨细勇还主

动上门帮老百姓贴对联、打扫卫生。

“新的一年，希望我的小卖部生意越来越好，能为老乡提供更多的便

利，大家都来这里寄包裹。我相信，有邮政的帮忙，我的小卖部生意肯定

会越来越红火，腰包也会越来越鼓，同时，祝愿邮政越来越好！”谈到新年

打算，沈成艳信心满满。

从沈成艳家出来，从村头一路缓慢行驶到村尾，到处都充满乡村淳

朴的气息，家家门前晒的萝卜干似乎镀上了一层金色，更令人对未来的

美好生活充满期待。

愿
新
的
一
年
生
意
越
来
越
红
火

□徐小河

磨河坝村是甘肃省宕昌县好

梯乡的一个行政村，距离县城 60

公里，距离乡政府 9 公里，总面积

13 平 方 公 里 ，常 住 人 口 135 户 、

472 人 。 王 朋 艳 是 该 村 一 位“90

后”女孩，因为直播带货，她一下

子成为乡亲们眼中的“大能人”，

通过一部手机将家乡的中药材及

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由于她的

视频圈粉无数，让昔日无人知晓

的偏僻小山村火了，小山村的土

特产也在她的直播下，走向全国，

而她也成为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

“网红小姐姐”。

新 春 的 脚 步 越 来 越 近 ，走 进

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村民们有正

在杀年猪的，有忙着煎馍馍、烤馍

馍的，有打扫房子的，年味浓厚。

左 拐 右 拐 ，终 于 到 了 王 朋 艳 家

中。典型的农家小院，虽有点简

陋但收拾得井井有条。院子里挂

满了中药材，这些都是她直播的

货物。王朋艳清秀的脸蛋被山风

吹得有些发红。“马上过年了，家

里人都在忙着张罗年货。现在该

买 的 基 本 都 买 齐 了 ，就 等 过 年

了。”王朋艳笑着说，都是父母在

张罗，自己主要还是忙着直播为

粉丝邮寄产品，如果不经常上线

直播，粉丝会掉。说起寄递，王朋

艳说，多亏邮政帮了她的大忙，村

里只有邮政能把直播卖出去的土

特产邮寄出去。她说：“在家做电

商的这几年，很感谢邮政所的工

作人员，他们每次都上门取件，风

雨无阻，不仅提供免费的包装箱，

而且给予优惠的资费。邮递员上

门取送快递，态度特别好，真正给

我带来了便利，真的非常感谢！”

“前几年都在外地打工，收入

很 一 般 ，过 个 年 都 不 舍 得 买 年

货。这两年直播带货，家里的情

况变好了，欠别人的钱都还清了，

自己也有了一些存款，年货能办

得更丰盛一点了，肉啊、菜啊都买

了。”王朋艳开心地说。

“新的一年，我想继续努力，

不断扩大自己的粉丝群，把家乡

的特产卖得更好，让家乡的农产

品寄往全国各地，帮助家里挣钱

的同时也带动乡亲们致富，和大

家一起过上好日子。也希望邮政

能继续支持我，帮助我实现自己

的创业梦。邮递员每天出入我们

的小山村，道路又不好走，他们也

非常辛苦。在这里祝所有邮政工

作人员新年快乐，虎年大吉！”眼

前这位朴实善良的农家姑娘说出

了自己最真诚的愿望。如今，王

朋艳的网络平台有 10 多万粉丝，

“大山里的日常生活”这个网名也

被更多网友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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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迎 幸 福 年 同 奔 富 裕 路

□本报记者 张潇 通讯员 任靓

1 月 25 日，腊月二十三，记者

来到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北关邮

政营业所，一进门，感受到的便是

满满的新春气息。眼前这位春天

般朝气蓬勃的姑娘正是网点的储

蓄营业员马雪梅。得益于中国邮

政的教育帮扶项目，她从大山深

处走出，融入温暖的邮政大家庭。

2021 年 9 月 ，22 岁 的 马 雪 梅

从陕西通信技师学院毕业，成为

商洛市邮政分公司的一员。工作

5 个多月来，她通过不断学习，渐

渐熟悉了网点柜员的工作，也在

每天服务群众、办理业务的过程

中感到了生活的充实和有意义。

马雪梅的家乡位于秦岭深处

的大山里，曾经那里基础设施差、

交通不便，她家里的生活条件也

曾十分困难，属于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2018 年的夏天，马雪梅高

中毕业，恰遇邮政帮扶干部深入

当地各个中学开展教育扶贫办法

宣讲，不仅上学期间学费全免、补

助生活费，毕业后还可以直接进

入邮政企业工作。马雪梅告诉记

者，在邮政帮扶干部和学校老师

的鼓励下，她报名并通过考试，成

了邮政教育帮扶项目的一名受益

者，顺利进入陕西通信技师学院

接受为期三年的学习培训。

有了邮政的帮扶，马雪梅的生活、学习

得到了可靠的保障。工作以来，稳定的收

入又让她的家庭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

善。在她看来，中国邮政的教育帮扶项目

不仅仅给当地青年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

更给予了她和她的同学们一种可贵的勇

气，让这些年轻人看到了我们国家和邮政

企业对于贫困地区青年的热情扶持和殷切

希望。

这个春节，马雪梅觉得格外开心和自

豪：“我现在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今年用自

己的工资给家里置办年货，单位也给我们

准备了过年的礼品，这个年会过得特别丰

盛和幸福！在新的一年里，我会将‘人民邮

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根植于心，虚心学

习，认真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努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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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治国兰治国

马雪梅马雪梅

陈辉璞陈辉璞 方正初方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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