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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高飞

1971 年，我参加邮电工作，开启

了一辈子践行“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工

作历程。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邮电局

是工作的第一站，望城县莲花桥至桐

木乡、坪塘镇至白泉乡的步行邮路，记

载了我在乡邮员岗位上迈开的职业旅

程第一步。

当年，年仅 18 岁的我，在这崎岖

的乡邮山路上，每天要肩扛 30余斤的

邮包，徒步往返 60 余里，为乡亲们送

去党报党刊、信件包裹。乡邮员的工

作风里来、雨里去，虽然很辛苦，但也

让少时的我感到苦中有乐、乐在其

中。因为，在交通和通信不发达的当

时，乡邮员的工作备受人民群众欢

迎。乡邮员肩负重任，365 天不间断

地给人民群众送去党的政策，送去亲

人的信息，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而

年轻的我，在悠悠乡邮路上，遇到了很

多 好 心 人 ，也 结 交 了 很 多 好 朋 友 。

1974 年，我调离了这条邮路，随着工

作的不断变动，从支局到县局，再从县

局到市局、省局，最后从省局调到北京

工作，直至退休。几十年过去了，这份

“乡邮情结”一直印刻在我的心里，难

以忘怀。

时光流逝，岁月如歌。重走当年

乡邮路，探望并感谢当年那些关心、帮

助过我的同事、朋友及乡亲，成了我的

一个夙愿。今年国庆期间，我回长沙

小住，在朋友的陪同下，特意驱车去一

了心愿。

半个世纪过去了，记忆中的乡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泥泞崎

岖的乡村小路，已被平坦的、直通家门

口的水泥道路替代；当年邮路上的荒

山秃岭，如今成了一片绿水青山；农民

们原来居住的低矮茅草房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小楼，

处处呈现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祥

和的新气象。当年的坪塘区公所、水

泥厂、矽砂矿、劳教所、洋湖低洼地等

都不见了踪影，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崭

新的绿色新城，那是湘江新区的行政

办公区域中心。站在这片土地上，我

已全然找不到当年熟悉的乡邮路的踪

迹了，可是，当年关心、帮助过我的乡

亲、同事和朋友们的音容笑貌，却在一

瞬间涌向脑海，让我回忆起那条乡邮

路上的点点滴滴……

乡邮路上的周大妈

我刚参加工作就认识了周大妈。

那时，周大妈 40 岁左右，一米六多的

个子，在村里算是高个子。周大妈家

那栋瓦房坐落在木鱼山脚下，屋前是

一条从莲花桥至文家湾红旗商店的砂

石公路，不远处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

河。周大妈家是我邮路上的一个投递

点，附近生产队的报刊邮件都由她捎

转。当时，农村煮饭都是烧稻草，灰烟

很重，她喜欢系一条头巾挡住灰烟；再

加上常常穿着一双布鞋，一副典型的农

家妇女的装扮。每次看见我来了，她会

立马放下手中的家务活儿迎上来，一边

接收邮件，一边把当地村民寄往外地的

信件、包裹交给我代寄。那时候，乡邮

员送信风雨无阻，浑身被雨水淋湿是常

有的事。每当这时候，她总会二话不

说，赶紧烧火帮我烘干衣服。只要得知

我没赶上吃午饭，她总会拿出家里好吃

的东西做给我吃。每一次，她都会泡上

一碗用黄藤（一种野生植物）熏的茶给

我解渴……记得有一天送邮件的时候，

我脚下一滑跌落到桥下，虽然小河水不

深，但把邮件弄湿了，腿也擦伤了。周

大妈连忙熬了一碗姜汤，口里念着：“莫

受寒哒，快点把我崽的衣服换上。”又找

来药品帮我擦伤口，帮我晒干打湿的报

刊和邮件。后来我调离莲花桥时，周大

妈亲手做了一双布鞋送给我。这双布

鞋陪伴了我很长时间，每当穿上它，就

有一股温暖、踏实的感觉自脚上升腾到

心底。

后来我听说，周大妈于上世纪 70

年代随儿女居住长沙市区，2011年已

去世。我忍不住再次沿着当年的邮路

来到周大妈的房屋前，人去楼已空，然

而，记忆中周大妈那爽朗热情的笑声、

勤劳朴实的形象仍是那么鲜活而亲

切！

乡邮路上的代班员

当年，莲花桥邮局没有住房，我租

住在邮局旁边肖家湾生产队的魏志荣

家。魏志荣和我同岁，高中毕业回乡

参加生产劳动，我俩很快成为好朋

友。农闲时，魏志荣经常到邮电所做

乡邮代班员。虽然是临时代班，但他

很珍惜、热爱乡邮工作，也很羡慕吃

“国家粮”的我。他代班工作很努力，

投递质量很好，经常得到领导表扬，和

用户们的关系也很好，同事们都很喜

欢他。

我 1974年调离后，与他失去了联

系，但我一直记得这位憨厚善良的伙

伴。这次我特地去了肖家湾，找到了

他家。当年他家低矮的土砖瓦屋已经

变成了两层的新楼房，敞亮的房屋里

各种家具、各类电器配备齐全。魏志

荣高兴地告诉我，当年，他因为代班乡

邮员表现出色，被推荐到莲花小学当

民办教师，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优秀

工作者。1996年转为公办教师，现已

退休，安享舒适的退休生活。

乡邮路上的村支书

陈红亮是坪塘街道兴合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得知我回乡，特地

邀请我到曾经送过信的兴合村走走。

兴合村是由原白泉乡 5个自然村

合 并 的 行 政 村 ，有 2500 余 户 人 家 、

8500 多人。为了村里能有一个好带

头人，上级党组织动员在长沙干实体、

当老板的党员陈红亮回村工作。陈红

亮怀着对家乡土地的热爱与牵挂，放

下个人利益，响应党组织的召唤，毅然

回乡工作，高票当选为村支书的他深

感肩上的责任重大。3 年来，他团结

兴合村“两委”班子成员，认真抓好村

组党建，抓好美丽乡村创建，抓好村组

水利防洪建设。2021年，兴合村被评

为一类村组，各级领导和村民们对他

给予高度肯定。陈红亮诚恳地说，全

靠党的好领导、好政策，全靠全村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全靠全体村民的共

同努力。只有他的家人才知道，这位

基层一线带头人干得有多辛苦、多累，

可陈红亮不言悔，谈到村里一天天的

变化，他自豪地告诉我：“现在，我们村

民家家有存款，户户有余粮，医疗有保

障，大病还能报销。我们农村人也过

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这次重走乡邮路，没有寻觅到记

忆中的那条邮路，但我欣喜地看到邮

路上的新农村充满了生机和活力！50

年前，我是一名基层乡邮员，是党组织

的培养让我成长为邮政企业的一名管

理者。我无比骄傲自豪——邮电通信

的大发展、大改革，我是见证者，更是

参与者。历史的浪潮奔涌向前，今天

的我们退居幕后，万分感恩地分享着

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让我们怡然享

受着幸福安稳的退休生活。

重 走 乡 邮 路

□吉尔云 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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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

在暮秋里徜徉，举步便是秋色的深浓，落叶染透澄黄的热

烈，松柏挟裹浅绿的温柔，大地的苍茫述说着秋韵的无限悠

远。一草一木浸润于秋光的万丈播洒，山川尽在深秋的问候

里，品味季节的流芳。

此景尚待流连时，霜降便翩然而至。它是秋天最后一个节

气，秋天的站点上，霜降是最后一道门扉。东汉王充在《论衡》

中说“夏则为露，冬则为霜”，霜降之后，冬天倚门而立。

霜降到时，秋风千里万里，皆是满满的秋意，这秋意最是浓

烈。草木枯黄，一任到底。秋霜起时，秋韵越发风生水起。“霜

叶红于二月花”，经过霜气的熏染，枫叶之上，绯红叠云般壮

烈。深秋看霜降，霜降看枫叶，看一看那火红的枫叶，你就会知

晓深秋的笔墨不再吝啬，它倾注着一季的心血，绽放出最美的

绚丽，也演绎着秋天的绝笔。

“霜打柿子红如火”，又是一片火红的颜色，在霜降时给予

秋天醉人的旁白。风霜本无罪，奈何季节一到，万物受困，而柿

子却逆流而上，焕发生命的蓬勃。霜愈重，柿愈红，一副傲骨之

果形，一脉恣意之色调，在枝头、在大地上昂首，为深秋的谢幕

平添最美的风情。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幅生动绚烂的山水草木画卷，在大地上挥毫

泼墨，一气呵成。此时，自然里的所有生命于风霜傲立，内敛收息，静气凝

神，以智慧的调节应对节气的忠告。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面对自然环境的千般变化，大地上的生

命个体总会以诗意的盎然来唱答、来回馈。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对于季节

的传承就有了相应的活动，霜降也在传统习俗里，以各地不同的特色，一次

次被感怀、深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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