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17日 星期六
本版编辑：刘漾 电话：（010）83161103
www.chinapostnews.com.cn4

出版单位：《中国邮政报》社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东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100051 投稿平台：www.chinapostnews.com.cn 总编室：（010）83161680 传真：（010）83162330 广告联系电话：（010）8316855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市监广登字20170100号 本报每周二、三、五、六出版 月价：21元 印制单位：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伟大变革

乡村振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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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向幸福生活
□王钰 张熙琳 朱亚坤 文/图

火 红 的

辣 椒 带 来 了

红红火火的幸

福生活。

“吃得黄连苦，尝得辣椒辣，享得蜂蜜甜。”在

华溪村，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这是石柱人民用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心声，亦是对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的热切回应。

3年来，石柱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奔向

乡村振兴路，用朴实的语言和扎实的行动，将总

书记的嘱托深深落实在这片秀美的山水之间。

乡乡有支柱产业、村村有增收项目、户户有致富

门路、人人有生活保障，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其中，少不得邮政人的身影。

山水间，初心邮局闪耀；村寨里，邮政物流网

络四通八达；致富产业链上，邮政服务渗透每个

环节……石柱县邮政分公司发挥“四流合一”优

势，聚焦乡村融合、产业融合、电商融合、文旅融

合，一头扎进服务乡村振兴的事业中，和乡亲们

接续奋斗，共同迎来幸福蝶变。

农舍变邮局
华溪村“初心”在路上

汽车行驶在中益乡宽阔平坦的道路上，远远

就可瞧见沿途木牌上的“中华蜜蜂第一镇”几个

大字。道路两旁，农家小院错落有致，远处成片

的黄精地里点缀着蜂桶……

3年过去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走过的

道路，中国邮政报社“喜迎二十大 乡村振兴行”

重庆采访组来到了华溪村。

山乡蝶变。曾经是穷乡僻壤的华溪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正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大

道上奋力奔跑。

在路旁下车，穿过一片农家菜地后，采访组

来到一个外墙涂成蜂蜜色的农家小院，这里正是

当年总书记与干部群众促膝长谈的地方，也是

89岁老党员马培清的家——如今村里最热闹的

地方之一。往来游客总要来这里转转，大伙儿都

亲切地叫它“初心小院”。

小院右侧是一栋青瓦黄墙的二层小楼，墙面

装饰着一个大信封，上方写着“先吃黄连苦 再享

蜂蜜甜”的标语，这里即是游客们都爱拍照打卡

的初心邮局。

走进初心邮局，土家蜂蜜、黄精面、盐竹笋等

本村特产，布老虎、帆布袋等非遗文化手工产品

摆满三面货架，整齐待售。沿着楼梯拾阶而上，

二楼依次布置了纪念邮票区、家书初心区、文创

产品区，还设置发电报、盖纪念戳等体验项目，吸

引游客体验。

2019年，石柱邮政与中益乡政府商议，拟在

华溪村建一个主题邮局，通过精准扶贫的方式来

帮扶乡亲，也带动当地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选址

在马培清家的院落里。2020年，小院里破旧的

老屋摇身一变成了初心邮局，马培清的儿媳妇谭

明兰也被聘为经营者，按月领起了工资。

谭明兰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照看：每天早

起第一件事便是打开主题邮局的门，然后将院

坝、主题邮局里里外外以及沿路打扫得干干净

净，迎接往来游客，店里的山货快销完了就赶紧

打电话补货，有游客来了就上前介绍。

“天热那段时日，来华溪村乘凉的游客多，

晚上七八点都还有人来这里逛逛。有天晚上

没多一会儿，我就卖出 2000 多元的特色农产

品呢……”笑容在谭明兰脸上荡漾开来，“现在享

福了，再也不用外出奔波打工了！”如今，谭明兰

不仅在主题邮局上班，还和其他村民一样，一家

人兼种脆桃、木瓜等经济作物，管理着 7亩黄精，

通过村集体统一从初心邮局等渠道销售，收入上

了几个台阶。

乡村旅游越做越热闹，进村的游客一拨又

一拨。仅今年 1—7月，便有近 30万名游客来到

中益乡旅游。2年多来，初心邮局月均销售额超

过 2万元，利润也成了村集体的收入来源之一，

用于每年向村民分红、充实村里的“两不愁三保

障”基金和村集体经济公益金。

人气来了，收入来了，振兴的思路就来了。

初心广场、初心小院、初心邮局、使命广场、

连心大院，它们如今连接起一条中益乡农文旅融

合的“初心之旅”路线。

中益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余建介绍说，“初

心邮局”采用“邮政+村集体+农户”的模式运营，

是中益乡“团建+研学”旅游路线串联起的重要

教学点之一。同时，邮政在各个村建设物流站

点，确保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畅通，为中益乡

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效助力。

采访之时，国网重庆石柱供电公司正在这里

进行新进大学毕业生员工岗前培训。领队冉书

鹏带着新员工在初心邮局体验文创产品，他说：

“我们在初心广场重温入党誓词、在初心小院开

院坝会、到初心邮局参观，感受着华溪村如此大

的变化，特别激励人。”

“初心邮局提升了村民的内生动力，这也是

华溪村乃至中益乡的振兴力量。”华溪村党支部

书记王祥生指着初心邮局屋外的“既然党的政策

好 就要努力向前跑”标语，感慨道：“它不光是一

个乡村振兴的平台，还承载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和为民情怀。”

编织物流网
小站点凝聚振兴希望

秋日清晨，桥头镇带着几分清凉，瓦屋村的

李园里，枝头卸下了重担，今年的收成已经“归

仓”。

阳光洒在瓦屋村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门前，

还没走近，就听见村民们热闹的抢答声和爽朗的

笑声。一场邮政院坝会正在热烈进行。

“这次院坝会主题是什么？”

“ 这 个 简 单 ！

反诈骗和邮政便民服务。”

“谁能说出我们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都提供

哪些服务？”

“我晓得！我来答！买东西、取包裹、缴水电

费，还可以取钱。”

在七曜山中心支局局长董仕鑫的带动下，村

民嗑着瓜子，听着社保卡换新、邮乐优鲜团购等

知识介绍，热火朝天地抢答问题，笑声伴着音乐

飘进了风里。

作为重庆 17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之

一，近几年来，桥头镇依托生态禀赋，融合发展农

文旅。村民种上了李树、梨树，卖起了特产，开起

了民宿，生活发生着幸福的巨变。其中，邮政是

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自从有了这个服务站，包裹随时能取，我

‘买买买’的快乐更多了。”村民刘一君作为网购

达人，对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爱在心头。

服务站“邮掌柜”谭清英也是满面笑容：“取

包裹的人多了，来我店里面买东西的人就跟着多

了啊。”

早在 10年前，谭清英便在当地开起了小商

店。今年 5月，她那一成不变的小日子被“邮掌

柜”这个新身份打破。“我学了很多新东西，邮政

给我重新装修了门面，配了一套设备，又在我店

里叠加了包裹收寄、便民缴费、小额取款、农品收

购中转……”谭清英说，这些便民服务特别受村

民欢迎，不仅让小店人气更旺了，连带她的人缘

都更好了。

作为石柱县分公司三级物流体系建设中的

“一站点”，像瓦屋村这样的综合服务站点，桥头

镇的野鹤村、马鹿村、长沙村同样开办着，更在石

柱城乡遍布。

顺着瓦屋村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往下走几

百米，是崭新的“桥头镇快递共配中心”，发挥着

乡镇级邮快合作分拨中心及工业品下乡、农产品

进城的集散中心和仓配中心的作用。

2个月前，共配中心开始运行，村民向学进

两口子成了经营者。夫妻搭档，每天接收完包裹

之后，两人一人外出送、一人留守收，干起活儿来

倍儿有劲头。

“包裹越来越多了，寄出去的也多。特别是

脆红李成熟时，多的时候每天收上 100件快递，

甚至几百件。”在这份新工作中，向学进看到了瓦

屋村百姓越来越有盼头的生活。

说话间，顺丰小哥杨正伟开着小货车稳稳停

在了门口。向学进默契上前交接，两人你来我

往，将一个个包裹搬了进去。

货架上的包裹，大到家电，小到零食，应有尽

有。随着邮快合作范围扩展到全县 35个乡镇，

许多深山村民享受着和城市居民一样便捷的快

递服务。在水果丰收季，邮车还开进田间地头，

让“物流难”不再是痛点。

桥头镇驻乡工作队副队长谭海峰对此非常

认同：“邮政在桥头镇建立了综合便民服务站、乡

村振兴体验馆、共配中心，补齐了农村寄递物流

基础设施短板，给村民们带来了方便，为推进乡

村振兴注入了生机活力。”

桥头镇的变化是整个石柱县的缩影。自

2016年石柱邮政与县政府签订建设三级物流体

系协议以来，建设完善了县级物流仓配中心、61

个邮快超市、5个重点乡镇快递共配中心、225个

综合便民服务站，再加上 8 条农村电商物流邮

路、4条交邮合作邮路，一张石柱邮政编织的县乡

村三级物流体系大网，正凝聚起村民发展振兴的

美好希望。

据石柱县分公司总经理秦逢成介绍，结合

“极速鲜”、冷链、惠农基地等项目，目前，石柱邮

政进出口邮件及电商包裹日处理量已超过 1万

件，电商物流车辆由 3辆增配至 20辆，单日运输

配送里程由 2200公里延伸到 3362公里，全面实

现了各乡镇及沿线村级站点每日电商物流的全

覆盖。

送走院坝会最后一位村民，太阳已照进了便

民服务站屋里。抬首，对面一排颇具特色的山地

民居映入眼帘，正是桥头镇正在打造的旅游产业

——瓦屋部落。其中，便有石柱邮政正在建设的

乡村振兴体验馆。“不久之后，这里将成为石柱县

乡村振兴路上下一个‘初心邮局’。”桥头镇镇长

陈森林眼含期盼。

服务产业链
“石柱红”映红小康路

在航拍镜头下，石柱的田间地头，红、黄、绿

3种颜色格外显眼，分别代表着辣椒、黄连、莼菜

3种特色产业。

眼下，正是“石柱红”辣椒成熟采收的季节，

马武镇金鑫村村民谭朝书家的辣椒已经全部被

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收购，种植的一亩一分多地

卖了10300元。

谭朝书种植的是“石辣1号”，它的产量比传

统朝天红辣椒高出一半以上。通过科学种植，地

里辣椒枝叶郁郁葱葱，长得比人还高，最高的达

到2米。

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谭建兰在辣椒

地头笑称：“今年天气热，欢迎大家来石柱的辣椒

地里乘凉。”

循着这股辣味，采访组从田间地头来到重庆

谭妹子金彰土家香菜加工有限公司。空气中弥

漫着辣椒的香味，厂房里的烘干机开足马力，库

房里加工好的干辣椒正等待着邮车的到来。

公司的产品主要以辣椒调味品为主，如干辣

椒、红油辣椒、火锅底料。谭建兰介绍说，通过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三红辣椒合

作社共有1.1万亩种植基地，带动6400户社员增

收致富。“我们前期在基地育苗保证品种品质，中

期科技特派员进行技术指导，后期兜底收购，让

村民生产无忧、销售不愁”。

“由于基地管护得力，今年高温干旱天气对

辣椒生长的影响较小。”谭建兰提到的这个基地，

正是“邮政农品石柱辣椒基地”。就在去年，“石

柱红”辣椒系列产品纳入中国邮政农品基地项

目。

在谭建兰看来，邮政的出现如同及时雨，提

供了全产业链的服务，解决了公司融资难、物流

难、销售难、宣传难四大难题。“资金链遇到了困

难，邮政帮我们融资贷款；订单少不好找快递，邮

政不仅提供优惠价格，还能保证稳定服务；辣椒

施肥时节，又是邮车将肥料直接运送到基地；遇

上产品积压，他们通过电商平台推广销售，帮了

我们很大忙。”谭建兰说。

前几年，“石柱红”辣椒一度销售不畅。石柱

县分公司将其引入邮乐网石柱馆，又引荐电商企

业反向订购辣椒制品。几年间，仅通过邮乐网就

销售辣椒产品 500 余万元。这些天趁着邮政

“919电商节”，石柱县分公司又通过社区团购主

推起“谭妹子油辣椒”。

“团购正火热，各类产品销量越来越好了。

好的时候一天能卖2000多单，全部通过邮政运输

出去。”望着屋外满载油辣椒整装待发的绿色邮

车，谭建兰眼中充满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

跟随投递员陈磊的配送邮车，采访组一探社

区团购究竟。

油辣椒在石柱邮政电商运营中心进行分拨后，

陈磊拿上团购客户的购物清单便出发，将辣椒油送

往各个邮政网点。来到双庆邮政所时，正逢几名客

户相约前来提货。他们在双庆邮政所的客户微信群

里接到开团通知，下单后选择了在网点自提。

目前，“谭妹子油辣椒”社区团购十分划算，

在邮乐优鲜平台领完优惠券后，两瓶油辣椒只需

9.9元。邮政所主任刘宏介绍：“今天就有几十单

订单，下午会陆续有客户前来取货。”

辣椒仅仅是石柱邮政助农致富的代表性农

产品。近几年来，石柱邮政还与盐竹笋、蓝莓、脆

红李等 10余个产业基地对接，建立起“邮政+农

村+电商+农民”产业振兴利益联结机制。借助

石柱邮政打造的“邮助农”品牌，200余款本土农

特产品上线邮乐网、社会帮扶网畅销全国，销售

额达上千万元，为石柱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中益乡蓝莓搭上“团购+极速鲜”快车出山

进城；正在热闹举行的“919电商节”中，石柱土家

诗院大米一经上线就被抢空，连续两年成为销量

超5万单的爆款单品……

“我们不仅是销售农产品、服务产业链，也是

宣传石柱旅游、文化，更是宣传石柱乡村振兴成

果。”在电商运营中心，指着摆满整个大厅的农特

产品，秦逢成道出了石柱邮政的“初心”。

沿着平整宽阔的柏油马路走进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只见一幢幢

黄墙灰瓦的房屋掩映在青山绿水间，墙上一个个立体彩绘栩栩如生，房前屋后干

净整洁，庭院内外花草葱茏，小康盛景跃然眼前。

曾几何时，这里还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村民靠天吃饭，

日子过得紧巴巴。

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一路辗转来到大山深处的华溪村视察扶贫工作。面朝大

山，一张方桌，几条长凳，在老党员马培清家的院子里，总书记嘱咐乡亲们，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脱贫致富不能“等靠要”，既然党的政策好，就要努力向前跑。

努力向前跑！石柱人民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实干奋进挥洒汗水，从脱贫攻坚跑向了乡

村振兴。石柱县的田间地里长满黄连、辣椒、莼菜等经济作物，华溪村有了美丽乡村的雏形，

总书记曾经牵挂的贫困户奔向了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邮政组织的院坝会总是村子里最热闹的场景。 邮路成了村民走向高品质生活的幸福路。 “初心邮局”成了中益乡闪亮的旅游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