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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云南邮政实现抵边自然

村 通 邮 ，打 通 了 服 务 群 众 的

“最后一公里”，让村民实现了

家门口就能收寄邮件。同时，

通过通邮，村民将手中的农产

品卖出去，产品变成了现金，

让村民更好地共享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云南邮政积极在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兴边

富民、稳边固边、增进民族团

结、促进社会安定和维护国家

安全工作中贡献着邮政力量。

□云南记者 杨晓颖 文/图

“现在，我们网购的东西再也不

用去 20多公里外的镇上拿了，在家门

口就可以取邮件。有些农产品需要

发寄，投递员也能上门取件。感谢邮

政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

勐腊镇曼旦村小组党支部书记波应

冯取包裹时开心地说，“邮件直接送

到家，一周三个频次，像这样的事情

在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

目前，云南省 2207 个抵边自然村

全部实现固定投递频次邮政服务，有

效解决了邮政服务农村“最后一公

里”难题。一条条乡村邮路被激活，

成为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路”、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民生路”、助

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路”、服务稳边固

边的“安心路”，在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促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增进民

族团结、促进社会安定和维护国家安

全工作中贡献了邮政力量。

提高站位显担当

“西盟县抵边村民小组今天正式

通邮，请邮递员把党报党刊交到党支

部书记手上。”2022年 11月 30日，随着

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抵边村民小组

全面通邮仪式的举行，这个小县城下

辖的 105个抵边村民小组可以定期收

到邮政投递员送来的报刊和邮件。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陆地

边境线长 4060 千米，约占全国陆地边

境线的五分之一，共有抵边市（州）8

个、抵边县 25 个，与缅甸、老挝、越南

接壤。截至 2022 年 8 月，云南省共有

抵边自然村 2207 个，占全国抵边自然

村总数的 64%；抵边自然村中，待通

邮 2148 个，占全国待通邮抵边自然村

总数的 90%。按照国家“十四五”规

划纲要提出“实现抵边自然村邮政普

遍覆盖”的要求，云南省邮政分公司

秉承“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

提高政治站位，义不容辞地承担好抵

边村通邮的各项工作，彰显了行业

“国家队”的责任担当。

在云南省邮政管理局的指导下，

政企双方沟通协商拟定了《云南省抵

边自然村邮政普遍覆盖三年行动方

案（2022—2024 年）》，云南省邮政分

公司成立了抵边自然村通邮工作推

进小组及工作专班，强化统筹协调，

压实工作责任。随即，西双版纳、怒

江、普洱、保山、德宏等相关各市（州）

分公司按照工作推进方案，结合实际

对投递路线进行路勘，完成了全省抵

边村的摸底调研工作，制定了通邮运

营方案。经过调研和统筹规划，在完

成了投递路线设置、作业人员补充、

作业规范培训等工作后，云南省分公

司确定以西双版纳州 264个抵边自然

村 、怒江州 48 个抵边自然村为试点

单位，自 2022 年 10 月起开展通邮服

务，投递频次每周不少于 3次，其余抵

边自然村自 2022 年 11 月起陆续实现

每周 2个投递频次的邮政服务。

目前，通邮抵边村主要投递党报

党刊、特快专递、快递包裹以及抵边

村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同时收

寄抵边村村民寄出的邮件。

凝心聚力破难题

每周一一大早，勐腊县勐腊镇邮

政支局投递员杨俊奇在出班前都要

打 开 手 机 上 的“ 亚 洲 象 预 警 平 台 ”

APP 了 解 路 途 及 周 边 象 群 移 动 情

况。云南野生动物较多，部分抵边村

比较偏远，如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常

有野生大象频繁在村寨及公路附近

活动。因此，关注象情成为投递员每

天投递路上的必修课。

云南省抵边自然村基础设施条

件差，且离乡镇较远，涉及山路、林

区、草原、沼泽、冰原、雪地等复杂路

况条件。其中，勐腊县易武镇倮德村

离曼腊邮政支局单程有 58公里，沧源

县单甲乡安也村南边与缅甸掸邦第

二特区昆马区接壤，距离最近的单甲

乡邮政所有 45公里，澜沧县雪林乡左

都村距离雪林邮政所有 22 公里……

总体来看，云南省地理气候环境复杂

多样，道路蜿蜒崎岖，投递难度大，投

递成本高。

云南邮政迎难而上，充分发挥自

身资源禀赋，聚力破解通邮工作中面

临的自然、交通、人员、资金等问题，确

保为抵边自然村提供持续、稳定、便捷

的通邮服务。今年 1 月，云南邮政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将集团公司核

发给云南邮政的 2023 年度抵边自然

村邮政普遍服务覆盖补贴款进行了分

配下发。同时，为满足抵边自然村广

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用邮需求，云南邮

政于 3 月自筹资金近 1300 万元，加快

推进邮政普遍服务覆盖工作。

鉴于云南省抵边自然村恶劣的

自然环境和不便的交通条件，为持续

做好抵边自然村邮政普遍服务覆盖

工作，云南邮政将尽己所能，持续加

大补贴投入力度，计划在今年 6 月实

现全省 1612 个抵边自然村按每周 3

个投递频次的标准全面通邮，其余抵

边自然村按每周 2个投递频次做好邮

政普遍服务。

普遍服务惠万家

为了促进抵边自然村的经济发

展、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在确保普

遍服务的基础上，云南邮政在抵边自

然村逐步推动工业品下乡、农特产品

进城，让条条邮路成为“致富路”“安

心路”。

“总书记说建设好家乡、守护好

边疆。这句话用在我们邮政人身上，

就是把每一件邮件准时、安全送到收

件人手中，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树立邮

政行业新形象。”自抵边村通邮后，常

年奔走在怒江大峡谷投递路上的泸

水市称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利用

每周到所辖抵边村投递的机会，主动

投入乡村振兴工作中，积极帮助村民

创收致富。以前，到了丰收季节，村

民 需 要 自 己 背 着 土 特 产 到 集 市 上

卖。现在，桑南才充分利用邮政线上

线下资源，把村民的蜂蜜、羊肚菌等

优质农特产品上线“邮乐小店”等平

台进行销售，促进了农民增收，成为

乡亲们致富的“贴心人”。

由于村民务农时间不固定，为确

保邮件能够迅速、准确、安全地送达每

一个收件人手中，西双版纳、怒江等地

邮政企业在抵边村设置了邮件转接

点。因云南边境环境特殊，转接点的

转接员都是在村委会的协助下，选择

了群众基础好、政治觉悟高的村小组

工作人员担任。勐腊镇曼旦村委会南

浪村哈尼族小伙杨夯正不仅是村里的

报账员，还是勐腊县邮政分公司聘请

的邮件转接员。通过培训，杨夯正和

其他转接员已成为邮政延伸到村寨的

触角，不仅担负起了监督投递员是否

按时间频次进行实地投递的职责，还

负责本村小组邮件转接，并协助邮政

人员进行各项业务宣贯等工作。今年

春节前，勐腊县分公司得知村民杀年

猪需要大量食用盐，在转接员的协助

下，他们把食用盐拉到了村村寨寨，销

售近 79 吨，为村民节约了 15 万元，受

到了广泛好评。

从 2022 年 10 月到 2023 年 3 月，

云南邮政在全省抵边村共投递包裹

67000 多件、报纸 51100 份，揽收邮件

6759 件，销售食盐 175 吨。通往抵边

村的路很远、很长，但云南邮政将坚

持把这份责任扛在肩上，让邮政绿铺

满村村寨寨，让邮政普遍服务惠及每

一个村民。

□张毅

名誉权是民事主体所享有的重要人格权，关系到民事

主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应受到的信赖和尊

重程度，是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基本

条件。对于邮政企业而言，企业名誉反映了社会对其经营

和服务表现的评价，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体现，对企业品牌形

象和经济效益有着重要影响。邮政企业既要依法维护自身

的名誉权，也要尊重和保护他人的名誉权，在适用名誉权制

度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问题。

一是名誉的内涵。名誉是名誉权的客体，是针对特定

民事主体作出的良好的、客观的社会评价。“名誉是对民事

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根据民法典

规定，名誉的内涵包括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方面，对民

事主体社会评价的类似要素都可以作为名誉。需要注意的

是，自然人和企业的名誉存在一定的区别。自然人的名誉

主要侧重于品德、声望和才能；企业的名誉侧重于信用、生

产经营能力和经济状况，与财产利益联系更为密切。侵害

自然人的名誉可以导致精神损害；侵害企业的名誉不能主

张精神损害，仅可以主张财产损害赔偿。

二是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

对其名誉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

权。”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侮辱、

诽谤行为。侮辱行为是指公然以暴力、谩骂等方式公开贬

损他人名誉的行为。侮辱行为既包括行为方式、语言方式，

也包括文字方式。诽谤行为是指以散布捏造或者夸大事实

故意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诽谤既可以是口头诽谤，也可以是文字诽谤。当

下，更为常见的是通过网络侮辱、诽谤他人。对于企业来说，商业诋毁也是侵

害企业名誉的侵权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

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三是构成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判断。实践中，时常有人声称自己的名誉权

受到侵害。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时，需要注意从以下方面进行

辨识：①受害人的社会评价是否降低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要件，没有受害人社会

评价的降低，就不存在名誉权受到损害的情形。受害人社会评价是否降低应

当以社会一般人的评价为标准进行判断，不能仅以受害人自己的主观感受为

依据。②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所作的陈述真实客观，且没有包含侮辱性的

内容，即使受害人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也不构成侵害名誉权行为。③行

为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需要受害人以外的人知悉。如果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没

有被受害人以外的人所知悉，那么，其社会评价就不会因此降低或者受损，名

誉受损也就不能成立。④经营者须承担适当的容忍义务。经营者名誉权往往

与言论自由权、舆论监督权交织，消费者在认为自己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有权

表达自己的诉求。消费者对经营者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即

便个别言语失当，只要不是故意诽谤、诋毁，就不宜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四是名誉权的法律保护。民事主体名誉权受到损害，可以依照民法典有

关规定，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等民事责任。行为人因商业诋毁侵害企业名誉权，受害人可以依照反不正当

竞争法相关规定，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并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

罚。需要明确的是，邮政企业遇到因媒体报道失实导致名誉权受损的，应当注

意运用民法典规定的请求更正及删除权：“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报刊、网络等

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其名誉权的，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采取更正或者删

除等必要措施。”该条所规定的媒体报道失实的更正、删除请求权，是名誉权领

域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人格请求权的体现和细化，可以有效控制名誉权损害

后果的进一步扩大。依照民法典的规定，权利人请求媒体采取更正或者删除

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其所报道的内容失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权利人在证

明媒体报道失实时，并不需要完全证明具体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只要其提出

的证据，足以引起媒体对报道的内容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就认为权利人履

行了相应的举证责任。权利人既可以直接向媒体提出更正、删除的请求，也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媒体如果存在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

理核实义务的，即构成名誉侵权行为，权利人可以请求媒体承担侵权责任。

□王蓉蓉 陈茜茜

“现在线上办理、足不出户、邮寄

到 家 ，省 去 了 跑 医 院 的 麻 烦 ，太 好

了！”4 月 6 日，家住浙江省温州市乐

清市仙溪镇北阁村的徐女士通过手

机“浙里办”APP 办理了宝宝出生医

学证明。令她惊喜的是，前一天下午

刚通过手机申请，次日上午就收到了

邮政投递员送上门的邮件。

温州市自全面启动出生“一件

事”掌上办业务后，各大妇产医院、妇

幼保健院等纷纷设立专门窗口，办理

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落户登记、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社会保障

卡申领”等业务，采用“四证联办”、线

上受理、线下邮寄模式，给新生儿家

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今年以来，为切实做好出生“一件

事”邮件的投递工作，温州市邮政分公

司已先后与多家妇产医院、妇幼保健

院开展全面合作，开通“绿色通道”，每

天派专人定时到窗口揽收，所有邮件

在录入揽收系统时都会标注“出生‘一

件事’邮件，严格保密，确保送达”等字

样，并专袋专封，确保邮件收寄全程万

无一失。同时，他们采取优先处理、全

程面交、预约投递、客服跟踪、电话回

访等方式，保证出生“一件事”邮件运

输投递更加安全高效。细致贴心的优

质服务，也让温州邮政赢得了院方和

新生儿家长的一致认可。

4 月 7 日 10 点，乐清市邮政分公

司乐成揽投部揽投员陈雷来到乐清

市妇幼保健院出生“一件事”办理窗

口揽收了 3 份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并立即带回揽投部赶发最近频次投

递。“现在客户的需求更高了。原来

我们是一周揽收一次，现在客户急需

的邮件我们还会专门再跑一次、二次

甚至三次，尽力赶发最近频次下行送

达。因此，客户用邮体验更优，时效

更快，大家的反馈也更好了！”陈雷介

绍道。

“张女士您好！您线上申请的新

生儿出生医学证明邮件到了，麻烦您

签收。”4 月 7 日 17 点，家住乐清市柳

市镇浃西路的张女士在出示身份证

后签收了投递员杜路标送上门的邮

件。“我正着急用，没有想到这么快就

送到了。太感谢了！”张女士感慨道。

目前，温州市分公司已经为 4 万

余个家庭提供了专属寄递服务。他

们将继续推进“政邮合作”，助力越来

越多的基层政务服务向群众“家门

口”延伸。

一 村 一 寨 总 关 情
——记云南抵边自然村邮政普遍服务覆盖工作

邮政投递车驶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腊镇曼旦村，一周三个频次的投递大大方便了当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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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一件事” 邮政帮您跑

□刘力扬

早就听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邮

政分公司有关领导介绍，高新路揽投

部 投 递 员 牛 丹 丹 不 仅 工 作 非 常 出

色，而且在邮路上帮助群众的事迹也

是远近闻名。近日，笔者在高新路揽

投部见到了牛丹丹。只见她身着绿

色制服，身材高挑，扎着马尾辫，正熟

练地分发报刊和邮件。

2009 年，18 岁的牛丹丹成为宛城

区分公司的一名投递员。十几年来，

她始终坚持“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

务宗旨，不论严寒酷暑，都风雨无阻

出班，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

感，忠实履行服务职责，将每一份报

刊和邮件准确投递到客户手中，投送

报刊和邮件的准确率、妥投率均为

100％。如今，牛丹丹的投递段道已

经成为南阳邮政投递服务的一面旗

帜。她也先后获得“全国邮政三优揽

投员”“南阳市优秀投递员”“南阳市

职工技术创新能手”等荣誉。

党的声音明方向，党的声音安民

心。牛丹丹承担着宛城区仲景路与

范蠡路两侧的投递工作。段道上社

区多、老人多。每天通过党报党刊了

解国家大事、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已经

成为老人生活的一部分。

每天 6 点 30 分，牛丹丹准时从家

出发，到揽投部装卸包裹、分发报刊、

分拣邮件、打扫卫生……随后，便立刻

走上投递路。每天 8 点，牛丹丹都会

第一时间将报纸送到客户手中，把党

和政府的声音与温暖传递到基层。家

住范蠡路的退休干部余先生，多年来

养成了看报的习惯。牛丹丹看到老人

行动不便，便主动把报刊送到楼上他

家里，坚持多年，没有出现过一次失

误。同时，她还经常顺便帮余先生做

一些像倒垃圾等力所能及的事情。牛

丹丹的爱心不仅感动着余先生，也感

动着社区的居民，他们多次给宛城区

分公司领导打电话、写信表扬她。

有一次，在投递途中，突然天降

暴雨，雨水劈头盖脸把牛丹丹浇个透

心凉。更惨的是，电动自行车又坏在

了路上。牛丹丹用雨衣包裹好报刊

和邮件，背着几十公斤重的邮包，深

一脚浅一脚地坚持上门投递。

“你这姑娘真是傻了，冒着这么

大的暴雨还来送报纸，等天晴送也不

晚啊！”当她把报纸和邮件完好无损

地送到客户手中时，他们都心疼地

说。当天归班后，她就患了重感冒，

高烧至 39摄氏度。为了不耽误投递，

她吃了退烧药后，次日，又带着报刊

和邮件奔跑在邮路上。

高新揽投部经理闫双知道牛丹

丹发高烧还坚持投递时，心疼地劝阻

她：“你不要命了！等身体恢复好再

工作吧！”可牛丹丹笑笑说：“我能坚

持，客户都在等着我呢。传递党的声

音，是一份使命，更是一份光荣，一天

也不能耽误。”

邮 件 沉 甸 甸 ，邮 路 情 绵 绵 。 投

递工作虽然很辛苦，却阻挡不住牛

丹丹为人民服务的热情。除了做好

本职工作，牛丹丹还热心帮助投递

段道上的孤寡老人，为他们提供尽

可能的帮助。

汉冶街道蔡庄社区 60 多岁的兰

阿姨体弱多病，儿女又不在身边。牛

丹丹在工作之余，经常帮助兰阿姨打

扫卫生、洗衣服，并且给老人读报、陪

老人聊天。老人逢人就说：“丹丹不

是闺女，却胜似闺女，真比亲闺女还

亲啊！”

牛丹丹：丹心铺满邮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