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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台阶一级一级地往上攀登，远处是青石、溪流，身旁有

苍松竹林，一阵山风吹来，一股清新且混合着松针味道

的香气扑面而来——岱顶，不远了……

“老宋，来喝口水吧。”

“不了，你有东西要捎吗？”

“今天没有。”

老宋叫宋现生，是山东省泰安市邮政分公司的一名投递员。

他走的邮路被称为“泰山鸿雁邮路”。老宋每周上泰山三次，除了

将党报党刊送到山上各级政府部门和单位，还担负为山里人传递

物资的任务。山下的人请他捎东西给山上的家人，山上的人也让

他帮着下山充话费、办汇款，还有将山上的东西带到山下寄到远

方。所以，无论上山下山，老宋的邮包总是满满的。

1996年，宋现生开始进山投递。26年来，任岁月流逝，他一

直坚守在这里，人们尊称他为“泰山鸿雁”。泰山海拔 1545 米

处，驻扎有泰山管理委员会和企事业单位 20多个。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泰山天街上的商户逐年增多，再加上每天四五万

的游人，有时到了晚上，天街上灯火通明，远看如天上之城。当

时，通信网络还不发达，山中又天气多变，除非购置必需品，在

山上居住和经商的人一般不下山，邮政的普遍服务成了山里与

外界联系的“桥梁”。

宋现生说，从2011年开始，信件量开始下降，后来有了网购，

快递包裹就多了起来。邮包放不下这么多包裹，他就拿绳子捆起，

肩膀上背着邮包，手里拎着包裹上山。那时，红门宫是老宋进泰山

的唯一入口。从红门宫到岱顶，有十二连盘，更有十八盘。十八盘

是泰山盘路中最险最难的一段——3.5公里的距离，有石阶1600余

级，两边崖壁如削，盘路直上直下，普通攀登者都望而生畏，更别说

要肩扛手拎投递重物登山了。

“在泰山上，我是唯一的投递员，也是一名老党员。每次当踏

上第一个台阶，我的工作就开始了。”现在，宋现生每天的微信步数

有5万步，百十来斤重的邮件，他依然肩扛手提；靠着心中的信仰，

他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山顶。

泰山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如今，山间修起了天门村和桃

花峪环山公路，一辆辆客车循环驶过，将游客送进山里；泥路上垒

起一盘盘青石磴，筑起一条条盘旋而上的石阶，人们进山更轻松

了。曾经泰山人用泥巴包着、抛掷在远处怪石险坡间的松种，现在

也已经扎根长大，苍松巨石成为泰山一道奇观。

泰山在一天天变美，老宋的投递之路也变得轻松了一些。老

宋多年兢兢业业投递的美名传遍了山里，泰山景区各个景点管理

部门及管理人员，看他徒步登山很辛苦，就相互约定，让老宋免费

坐客车、坐索道缆车到南天门，再步行上山投递。一路走来，一路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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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岱顶。

宋现生每次从这里登山。

为派出所投递报刊。

为山里居民投递邮件。

给山上的商户提供寄递服务。

泰岳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