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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记者 裴效华

通讯员 韩慧丽

他是穿梭于城市间的“绿衣

使者”，服务百姓，带着热情与快

乐；他是热心慈善事业的“公益大

使 ”，奉 献 爱 心 ，聚 拢 点 点 星 光 。

山西省太原市邮政分公司彩虹街

揽投部经理李春雨，就像他的名

字一样，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

客户和身边同事传递着爱。2022

年 5 月，李春雨被太原市委宣传部

评选为“太原最美时代新人”，被

省邮政管理局评选为山西省首届

“三晋最美快递员”。面对荣誉，

李春雨说，是邮政企业给了他最

好的成长平台，让他不断踏上新

的征程。

2017 年，大学毕业后的李春

雨正式入职邮政。李春雨敢想、

敢拼、脑子活，随着工作的深入，

不论是服务态度还是揽收能力，

都 得 到 方 方 面 面 的 认 可 。 2019

年，李春雨通过竞聘，担任了彩虹

街揽投部经理，成为太原市分公

司最年轻的部站负责人。

彩虹街揽投部位于城乡接合

部，地理位置不算优越，但附近有

山西工商学院、山西师范大学等

高校。凭着对大学生活的熟悉，

李春雨把揽收目光瞄准了高校。

6 月毕业季，李春雨和同事们一大

早就会出现在校园里，帮助学子

称重、打包返乡包裹……

“学生们的毕业季，其实也是

我们的收获季。校园对于部站来

说是个重要的增收市场。”李春雨

乐呵呵地说。每到那些天，团队

经常都要干到深夜，有时候甚至

要到次日凌晨两三点。小伙子们

忙完就直接睡在了揽投部。

在李春雨的带领下，部站里

18 名“90 后”员工发挥优势，凝心

聚 力 谋 发 展 ，拼 尽 全 力 向 前 冲 。

2021 年，部站实现收入 103 万元，

完成收入计划的 136%。2022年上

半年，在疫情之下，部站千方百计

挖掘揽收对象，持续发力春节寄

递市场、医药市场和校园市场，半

年时间实现收入 150 万元，率先实

现全年收入目标。

“孩子，你多穿点！这气温还

不稳定呢。”

“小雨，早点要慢慢吃，吃快

了容易夹凉气肚子疼。”

这些家人般的关心，让李春

雨感到很舒心。“我家是左权的，

独自在太原打拼。每当听到客户

这些关心的话语，就让我感到特

别温暖。”

李春雨是个热衷于公益活动

的好小伙儿，经常帮助小区的老

人和残疾人，得到彩虹街周边社

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2020 年 9 月 21 日，李春雨与

部 站 所 有 员 工 以 及 社 会 爱 心 人

士，在彩虹街揽投部开创了太原

市首条“爱心邮路”，“爱心邮路”

主题邮局同时在揽投部挂牌。当

天，部站和爱心人士共计为临汾

红丝带学校捐赠了价值 30 万元的

健身器材、文具、食品、生活用品

等。2021 年 6 月，李春雨又和朋友

们共同为小店区环卫工人捐款 2

万元，用于购买防暑降温用品，得

到 环 卫 工 人 的 感 谢 。 今 年 春 节

前，李春雨联合爱心企业和社会

慈善机构发起了“携手关爱事实

孤儿，暖心共筑公益桥梁”活动，

为省内部分孤儿送去装有食品、

护手霜、帽子、围巾等用品的年货

大礼包……

李春雨通过一次次公益活动

播撒了爱心种子，让他和揽投部

站都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邮政

绿”成为彩虹街上的一抹美丽风

景。李春雨说：“作为新时代的邮

政人，我们既要传承老一辈的红

色基因，更应该用自己的奉献去

彰显国企担当。”

□本报记者 方怀银

3 月 4 日 ，中 宣 部 命 名 的 第

八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

岗 位 学 雷 锋 标 兵 ”名 单 正 式 公

布。安徽省太湖县邮政分公司

北中支局投递员吴义阳当选“全

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当天下午 4 点多，记者打电

话祝贺他光荣当选。吴义阳在

微信上回道：“谢谢！我还在乡

下投递。”这位朴素的山里汉子

面对如此殊荣，显得很平静。

51 岁的他，在这条崎岖的桐

山 邮 路 上 走 了 23 年 ，从 青 春 年

少到双鬓斑白，他每日骑行 108

公里。一个人、一辆车，将一件

件信件、一个个包裹送进去、运

出来。

没走过桐山邮路，还真不知

道大别山腹地的崎岖——五米

一小坡，十米一大拐。“走上安基

岭，左右还是岭。露水浸湿腰，

芭茅割断颈。”这是桐山地区传

唱多年的一段民谣。吴义阳每

天 的 行 程 就 是 上 桐 山 、过 将 军

山、奔天花坪、走莲花寨……将

邮件送到每一位客户手中。山

路难行，最窄的地方仅能容一辆小汽车通过。但吴

义阳却是轻车熟路，哪里有急转弯要减速，哪里容

易会车，他了如指掌。

“1998 年，邻居家的孩子考上大学，投递员翻

山越岭送来录取通知书。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份

光荣且有意义的工作。”吴义阳说道。后来经过考

试应聘，他在 2000 年正式成为一名邮政投递员。

当初，农村交通不发达，送一封信，吴义阳要翻

山越岭走好几天。他自备干粮，晚上随便找个学校

歇脚，天亮再接着赶路。有了摩托车后，投递的包

裹越来越多了。下雨时，为了防止邮件被淋湿，他

里里外外将邮件裹上三层防水布，骑着摩托车在村

落间穿梭。农村的经济条件和道路改善后，吴义阳

的摩托车也升级成了面包车，但邮件数量的成倍增

加，也让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投递高峰时，每天

要揽投 500 来件邮件。“前 4 年是自行车，后来骑了

11 年摩托车，现在开上小汽车了。”谈起这些年的

投递经历，吴义阳只字不提过往的艰辛。工作以

来，他最开心的是派送高考录取通知书。吴义阳记

得 ，有 一 次 ，到 一 户 村 民 家 派 送 高 考 录 取 通 知 书

时，村民拉着他的手激动不已，还拿来鸡蛋给他。

他婉拒了，但村民那喜悦的眼神令他永远难忘，更

加觉得工作的辛苦很是值得。

莲花村里设有邮政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吴义阳

将快递集中送到站点，再一一通知村民来取。邮路

上这样的站点有 7 个，他每天都要跑一趟，花费 7 个

多小时。站长王喜玲和吴义阳是 20 多年的老朋友

了。站点成立之初，投递员就是吴义阳，现在还是

他。“我这儿离县城最远，和湖北英山搭界。但老

吴天天来，一个包裹他也送。”王喜玲说，多年来，

吴义阳每天都是上午 10 点左右送来包裹。

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吴义阳自学电商知识，

指导村民在网上卖货。“多亏了吴师傅。”村民张先

友现在的电商做得小有成就，“他先在网上帮我们

卖，然后给我们看交易记录。渐渐地，我们打消了

疑虑。”山货在城里很受欢迎。以前，张先友都是

托朋友帮忙卖，现在通过网上卖、发快递很方便。

目前，吴义阳共带领了 30 多位村民网上卖货，帮他

们实现了脱贫致富。

“吴师傅，谢谢你上次买的药！”“老吴，进屋喝

杯水吧！”……吴义阳的邮车经过之处，村民都会热

情地和他打招呼。土生土长的吴义阳与乡亲们有

着深厚的感情。多年的交往，更使他成为百姓最信

赖的身边人。

除 了 投 递 邮 件 ，他 还 义 务 为 村 民 采 购 物 资 。

谁家急需生活用品，给他打个电话、发个信息，第

二天都能准时送达。车内空调出风口处，就夹着

采购清单：将军村一桶油，吴俊村两袋米、三盒降

血压药……这些都是要绕道送去的，也无疑给他

增加了不少工作量。“都是举手之劳，不碍事的。”

谈及这些，吴义阳显得很淡然。特别是这几年疫

情期间，很多青壮年在外务工回不来，在家留守的

老人和孩子又难走出大山购买防疫物资。他就主

动 帮 大 家 购 买 ，并 宣 讲 抗 疫 的 知 识 和 政 策 。“ 以

前 ，送 邮 件 经 常 找 不 到 人 ，需 要 到 处 跑 路 多 方 打

听。遇上极端天气或者加班不能下山回家，很多

村民都给我提供过便利。有年冬天，我从山上摔

下被树枝卡住，困在冰天雪地里两个多小时，还是

路过的村民救了我。”在吴义阳看来，只有相互信

任互相帮助，才能干好工作。

“如果可以，我想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在

获得“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的荣誉后，吴义阳更

清楚自己工作的价值、更坚定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本报记者 张丹丹

前不久，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邮

政分公司平房投递支局揽投员郭

庆被评为“第十七届全国职工职业

道德建设先进个人”。1930，哈尔

滨的夜幕早已降临，记者拨通了

郭庆的电话。此时，他还在投递

路 上 匆 匆 前 行 。“ 正 赶 上 投 递 旺

季，邮件量比往年还要大，出班频

次也增加了。”电话里，他的喘气

声 很 粗 ，语 气 却 显 得 轻 松 自 然 。

即使隔着很远的空间距离，也能

深深地感受到那意志的坚定……

“小郭，明天有雨，路上一定

要小心呀！”高潮村的一位 80 多

岁的老奶奶接过郭庆送来的邮件

时千叮咛、万嘱咐，就怕他有啥闪

失。郭庆在村里的老人眼里是个

暖心的好孩子，因为他真心地将

村里的人当亲人一样对待。

“小郭，小区里供暖改造，家

里面更换暖气片后，回水管太高

了，我这来回走总是绊脚。能帮

奶奶来看看咋整吗？”接到客户的

电话，郭庆下班后拿着工具就跑

到魏奶奶家，将回水管降低至与

地面平行。76 岁的魏奶奶家住 6

楼，儿女都不在身边。由于行动

不便，干什么活都很吃力。2018

年，郭庆在一次投递中认识魏奶

奶后，经常帮她干点搬搬扛扛的

活儿。魏奶奶特别感动，也特别

信任郭庆。疫情期间，由于平房

区有确诊病例，魏奶奶所在的小

区被封控了。郭庆便主动承担起

为老人采买生活物资的责任。“小

郭心细、勤快，是个善良又有爱心

的好孩子。”魏奶奶在别人面前经

常夸赞郭庆。

“ 今 天 是 周 五 ，又 是 给 工 农

村送邮件的日子，火腿肠一定不

能 忘 记 拿 。”郭 庆 很 认 真 地 说 。

这 可 不 是 给 他 自 己 准 备 的 午

餐 。 由 于 村 里 很 多 村 民 家 里 都

养 狗 ，有 一 次 ，郭 庆 不 幸 被 一 只

大狗咬伤，可他却坚持将邮件送

完后才去医院。从那以后，为了

能顺利及时地投递邮件，郭庆想

出了用火腿肠与这些大狗“搞好

关系”的办法。

郭庆负责的 5 条段道里有 10

个自然村，村里没有街道标志，没

有门牌，村民之间也大都不称呼

彼此姓名。所以，一旦遇到电话

号码写错或电话打不通的情况，

郭庆投递邮件的难度就更大了。

有时，一件邮件要走大半个村子

才能送到客户手中。然而，这么

多年来，投递邮件遇到过很多困

难，可他从来没有漏投、错投过一

件邮件。

在乡间土路上，每次遇到上

坡 路 ，郭 庆 总 是 用 脚 猛 蹬 电 动

车。因为，电动车充一次电只能

用 2 个多小时，特别是在冬季低

温 时 ，电 动 车 经 常 在 半 路 就“ 罢

工”了。郭庆负责的自然村里，最

远 的 往 返 要 20 多 公 里 。 跑 一 趟

乡村邮路，电动车的电量经常不

够用，多用脚蹬车可以省电，可以

延长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冬天，

他穿着棉衣，在零下 30 多摄氏度

的低温里，出汗后全身又湿又冷；

夏天，在烈日的暴晒下，他总是大

汗淋漓。

有人问，做投递员累不累、苦

不苦？郭庆总是憨憨地一笑，说

道：“这就是我们投递员的工作。

我不仅是一名投递员，更是一名

党员。说实话，投递工作是很累，

但我心里却是甜的。我的累换来

了客户的满意，也换来了客户以

及社会对投递员的认可。”

郭庆所负责的 5 条邮路被客

户评为“满意邮路”，而他也被客

户 称 为“ 爱 心 信 使 ”。 从 2004 年

作为替班员接手这 5 条邮路的投

递 工 作 起 ，10 多 年 来 ，郭 庆 的 足

迹印在邮路的每一寸土地上，他

的“爱心信使”的形象也印在了客

户的心坎上。

“郭庆工作起来可以用废寝

忘食来形容。他总是牺牲自己的

休息时间起早摸黑地投递邮件，

特 别 是 在 每 年 的‘ 双 11’‘ 双 12’

期间，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为

的就是保证邮件不积压、能最快

地把邮件送到客户手中。”同事们

这样评价郭庆，也被他的敬业精

神感染着。郭庆总是用自己的方

式 去 鼓 励 和 带 动 周 围 的 人 。 他

说：“我一直坚信，党的光辉能引

领我们前进的方向，团队的智慧

和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刘芯源

630，夜色还未褪去，春寒料

峭，街上行人寥寥。两束灯光穿

过黑暗，重庆市渝中区石油路邮

政营业部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退，退一点。可以了！”邮车

停稳，一个瘦小的身影迎了上来，

踮着脚扳开插销，打开车厢门，架

上皮带机，开始把邮件从邮车上

往下卸。眼前，这瘦小的身影就

是石油路营业部经理刘霞。前不

久，她被评为重庆市 2022 年“十大

最美快递小哥”。

1.57 米 的 个 头 、80 余 斤 的 身

材 尚 未 把 身 上 的 小 号 工 作 服 撑

起，但她的动作却利落有力。弯

腰抱起邮件，搬到空地，再弯腰放

下，一趟一趟……不一会儿，汗水

就顺着她的发丝流了下来，沾湿

了 口 罩 。 可 刘 霞 却 没 有 一 刻 停

歇，速度不比旁边的男同事慢。

720，3000 多 件 邮 件 卸 车 完

毕，刘霞的后背早已湿透，她这才

抽出时间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

面。虽已是营业部经理，她仍坚持

清晨第一个到岗，带头卸车、分拣。

每天早上不到 6点出门，2130

回家，这种披星戴月的坚持源于

她对工作的热爱。

“每天把包裹、信件送到不同

的客户手上，感觉很有意义。”回

忆起来，刘霞不自觉笑了，眼睛里

闪着光亮。

那时候，还是步班投递，刘霞

要背着大邮包爬坡上坎，瘦弱的

肩 膀 上 被 勒 出 深 深 的 红 印 。 后

来，段道升级为摩托车段。面对

笨重的摩托车，刘霞咬牙试骑，花

了 3 天半时间才把这个“铁家伙”

驯服。回忆起那段时光，同期进

入邮政的同事刘昌荣忍不住笑起

来：“那些包裹堆得老高了，从旁

边看，连人影都看不到，不知道的

还以为摩托车自己在那里跑呢！”

从步班、摩托车再到汽车投递，进

步 的 何 止 是 投 递 工 具 呢 ？ 这 些

年，刘霞从没有停止过学习的脚

步。坚持投递的同时，刘霞还接

手内勤工作，学习分拣、处理投诉

等，一步步成为工作中的“全能选

手”。她先后考取了初级、中级、

高级职业技能证书，在 2017 年的

重庆市邮政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中

获得了包裹分堆排道第一名、投

递归班处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投递工作辛苦，早出晚归，风吹日

晒，尤其是女投递员更加不容易，

但 刘 霞 从 未 想 过 离 开 。 10 年 时

间，她从一个投递员成长为营业

部经理。

9:00，所 有 邮 件 细 分 下 段 完

毕，刘霞跳上了投递员张绍国的

邮车，赶着去走访客户，顺便跟段

检查员工的投递服务质量。

渝 中 区 有 很 多 典 型 的 山 城

路。几弯几绕，邮车来到云栖谷

小区。进入小区往里走，绕过几

栋楼，“邮快超市”的牌子映入眼

帘。

远远地，刘霞就笑着打起了

招呼：“蒋老师，给你拿了点包裹

袋来！最近，客户多吗？”听到这

声音，蒋周阳赶紧放下手头的事：

“人流量还可以，但是很多客户还

不知道这里可以寄包裹。”见蒋周

阳面露难色，刘霞立马帮着分析

支招起来。

为方便客户取包裹，半年前，刘

霞与投递员一起建起了“邮快超市”。

无论是客户还是居民，谈起

刘霞都这样评价道：“见面热情打

招 呼 ，脸 上 永 远 带 着 微 笑 ，有 耐

心，更有爱心。”辖内的梅村居委

会 还 因 此 给 她 取 了 个 亲 昵 的 称

号——“邮花”。

中午回到营业部，投递员们

也 陆 续 归 来 ，准 备 迎 接 二 频 邮

车 。 刘 霞 一 边 检 查 起 日 戳 登 记

簿，一边问起投递员高宁飞：“你

媳妇下个月就要生了吧，想要个

姑 娘 还 是 儿 子 哟 ？ 名 字 起 好 没

有？”“霞姐帮忙想一个哇？”一时

间，大家都围拢过来，营业部迎来

了难得的片刻轻松。总是站在员

工的角度去思考、交流，刘霞成了

大伙儿口中的“霞妹儿”“霞姐”，

而非“刘经理”。作为一名营业部

女经理，刘霞坚持“柔性管理”，以

感情为纽带实现亲情化管理。

刘 霞 把 大 部 分 时 间 给 了 工

作，对家庭的付出就少了。“特别

是对女儿，有时候感到很愧疚。”

说 到 这 里 ，她 的 声 音 低 了 下 来 。

每天早出晚归，她只能赶在女儿

睡前陪着聊会儿天。欣慰的是，

家 人 都 支 持 她 。 除 了 丈 夫 的 理

解，女儿也从委屈巴巴地“妈妈好

久没陪我了”，变为主动提醒家人

轻声细语、让妈妈在休息日睡个

好觉。“家人的支持给了我源源不

断的工作动力。”2030，等到最后

一名投递员离开，刘霞检查电源

开关，关好窗户和大门，伴着星光

月影，踏上了回家的路。

披着“霞光”前行
——记重庆市 2022年“十大最美快递小哥”刘霞

一片丹心向阳开
——记“太原最美时代新人”李春雨

“满意邮路”上的“爱心信使”
——记“第十七届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郭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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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上了邮车准备出班投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