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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车行驶在黄河湾邮路。

邮车驶过兰考金牛湖湿地公园。

春天来临，北隍城岛上的邮递员葛喜有些焦

虑，因为孩子和妻子都远在70多公里外的

长岛。近期流感盛行，患流感的小孩子很多，还在上

幼儿园大班的女儿让他十分挂念。可是，由于工作的

原因，他又不能轻易离开岗位、离开小岛。葛喜只能

每天用手机与妻子、女儿视频。

葛喜是山东省烟台市邮政分公司员工，2017年参

加邮政工作，担任北隍城邮政支局投递员，至今已经6

年了。北隍城岛位于渤海海峡，黄海、渤海交界处，隶

属烟台市蓬莱区北隍城乡，再往北二十几海里就是辽

宁省大连市。北隍城岛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以灯塔

山为界，有两个村。这里海产品资源丰富，但绝大多

数的生活物资都得靠岛外供给，北隍城邮政支局是岛

上唯一的快递网点，葛喜是岛上唯一的邮政投递员。

“最怕的是风大停航，邮件出不去也进不来。”葛

喜说。轮船是连接海岛与陆地唯一的交通工具。只

要通船，每天早上 6点多，葛喜就将支局前一日封好

的邮袋送到码头。根据投递计划，他上午到山前村

送件，下午去码头接完邮袋去山后村送件，送完邮件

回来就要分拣当天新来的邮件。就这样的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

葛喜每次投递都能按照规定的时限、频次，准确、

安全地将各类邮件投递到指定的地点或者送到客户

手中。常常是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冰。如果遇到下

雪天气，车轮容易打滑，葛喜就只能扛着邮件步行去

送。

“别人做不到的，自己要做到；别人能做到的，自

己一定要做得更好。”葛喜时常用这句话鞭策自己。

有一次下大雨，雨点密集得让人视线模糊。为了尽快

将邮件送到客户手中，葛喜冒雨投递。当把邮件送到

一位老人家里时，老人看到葛喜冷得脸通红，就拉他

进家，倒了一杯热水说：“孩子，赶紧喝点儿热水驱驱

寒，休息一会儿再走。”因为还有其他邮件要送，葛喜

匆匆喝了几口热水，跟老人道了谢就继续投递去了。

葛喜说，这场景一直温暖着他。

因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上学，岛上住的老人

居多，他们每天都期待着远方的来信，盼望着报刊的

到来。为了让这些老人能及时看到报刊、收到信件，

葛喜把他们所订的报刊熟记于心，及时准确地送达。

有的老人眼睛不好，葛喜还帮他们读报刊和信件，甚

至替他们写信寄信。有的老人儿女不在身边，葛喜就

帮他们代缴电话费、代买日用品等。每年的八九月份

是高考录取通知书发出的时段，葛喜要风雨无阻地把

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中。为了能及时送达，他会放

弃休息时间连轴转，学生的一句“谢谢”，会让满脸汗

水的葛喜由衷地开心。

女儿已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眼见留在岛上的年轻

人越来越少了，葛喜也想过要离开小岛。但邮局需要

他，岛上的村民也需要他。葛喜只能让妻子带着孩子

去长岛上学，过起了两地分居的日子。“我感觉自己就

像一座桥梁，也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价值。”葛喜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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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喜驾驶邮车在小岛蜿蜒的道路上奔波，为居民送去邮件。

葛喜开着车上船接邮件。

葛喜将岛外寄来的邮件卸船装车后，再运到邮政支局。

在北隍城岛上，没有其他的快递网点，邮政是岛上近1300名居民与外界传递实物的唯一渠道。 葛喜给岛上的单位送邮件。

葛喜将岛上居民寄出的包裹装上车送往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