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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6 月 9 日为国际档案

日。国际档案日为全世界的档案

工作者推动本国档案事业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提升档案

在大众、政治家、决策者以及赞助

机构中的地位，改变档案部门和档

案专业的形象，让档案界发挥出它

最充分的意义，从而建立起更强大

的信心和与社会的互动。

在邮政百万大军里，有一群

邮政档案人，用他们的坚守和奋

进书写着邮政档案的昨天、今天

和明天。让我们走近“全国档案

工匠型人才”荣誉称号获得者张

颖，了解她的“档案人生”。

“ 无 论 是 上 班 时 还 是 下 班

后，我都喜欢穿工作服，因为它

是绿色的，绿色象征着希望。”这

位对绿色情有独钟的农家子弟

张祥伟，行走邮路二十载，一直

在自己热爱的邮政投递岗位上

默默耕耘。从一名农民工成长

为省劳动模范，近日，他又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平凡的他，

以踏实奉献深深扎根在江苏省

镇江新区的南大门——丁岗镇

葛村，以憨厚质朴的笑容温暖着

邮路上的孤寡老人和儿童，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坚守初心，铸就

不凡。

今年 49 岁的张祥伟，原是丁

岗 镇 华 墅 村 的 一 位 农 民 。 2003

年，他结束了四处奔波的打工生

活，返乡成为一名“绿衣使者”。

一辆摩托车、两个最大号的信兜

子、一条 50 公里长的邮路，见证

了一位热血男儿默默奉献的故

事。

20 年的乡邮员生涯中，张祥

伟满怀信心，将“用心用情用力服

务 一 方 百 姓 ”作 为 工 作 的 出 发

点。细心的他在邮路上发现，很

多外地来镇务工人员的子女合看

一份《小学生学习报》，了解到他

们是因为家庭经济原因无法人人

订报后，张祥伟就利用送报进企

业的契机，下班后，骑行在个体经

营户之间募集善款。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 4

家企业的老板被他的无私善举感

动，每人出资 1000 元帮助 36 名外

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每人征订了一

份全年的《小学生学习报》及部分

学习刊物。他用一片真情为这些

孩子筑起了“爱心港湾”。

有 爱 心 的 人 就 像 一 盏 明

灯，既照亮了别人，也温暖了自

己 。 在 葛 村 投 递 邮 路 上 ，有 一

位 名 叫 王 腊 荣 的 养 鸭 专 业 户 。

好 几 次 ，张 祥 伟 送 报 时 都 发 现

老 王 闷 闷 不 乐 ，一 打 听 才 知 道

老 王 的 养 殖 地 段 即 将 拆 迁 ，他

正为找不到合适的养殖场地而

发愁。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

祥伟默默记在了心里。经过多

方 打 听 ，他 很 快 为 老 王 找 到 了

一处适合养鸭的场地。不仅如

此 ，张 祥 伟 还 帮 助 老 王 解 决 了

规模孵化等问题。

如今，王腊荣的养殖场养鸭

规模已达 6000 余只，日子越过越

红火。“没有小张的尽心尽力，就

没有我今天的致富奔小康。”王

腊荣对张祥伟十分感激。最近，

他俩又在一起研究“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联包模式，希望能带

动更多葛村农户做大水禽养殖

产业。

“我虽然是一名最基层的乡

邮员，但是这么多年来，大家对我

寄予了很多期望。只要他们有困

难，我一定想方设法解决。”点点

滴滴的成就，让张祥伟的内心越

发坚定。他不断学习钻研，提升

自我，利用闲暇更新自己的邮政

业务知识。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着对

投递工作的热爱，张祥伟获得了

集团公司颁发的投递工种高级证

书，实现了“更上一层楼”的跨越，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乡邮员成长为

一名高级工。

“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

的，要把‘一个人’变成‘一群人’，

尽我所能为单位培养优秀技术人

员。”张祥伟的话掷地有声。在不

断提升自己业务技能的同时，传

授他人技能成了他本职工作之余

操心最多的事。

他以“劳模引领、技师带徒”

模式，为职工解丹等 5 人悉心制

订培养计划，组织开展业务提升

培训，将自己积累多年的工作经

验手把手传授。短短两年时间

内，5人均已成为高级工。

新征程上，张祥伟的决心更

加坚定。他要以不甘平庸的钻

劲、心系群众的情怀和默默奉献

的精神，践行邮政人服务乡村振

兴的初心使命。

□朱浩 范翊 文/图

4 月 11 日上午，在湖南省浏

阳市社港镇源田村的红薯叶基

地，邮储银行长沙市分行驻村第

一书记梁巍琼正在察看红薯叶的

生长情况。大片的红薯叶苗绽绿

吐翠，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在有条

不紊地整地、补苗。

“ 眼 下 正 是 红 薯 叶 的 种 植

期 ，再 过 一 个 月 就 能 迎 来 采 摘

期，而且红薯叶生长速度较快，

可以连续采摘到 11 月。”梁巍琼

说。

自 2021 年 5 月 被 派 驻 到 浏

阳市社港镇源田村，梁巍琼被长

沙市委组织部评为优秀第一书

记，他带领的工作队被评为优秀

驻村工作队。这个一米八几的

大高个，从踩着皮鞋上下班的金

融白领，摇身一变成为运动鞋底

沾着泥土、穿梭在田间地头的第

一 书 记 ，其 角 色 转 换 的 速 度 之

快，让周围人不禁为他竖起大拇

指。而在他的带领下，源田村也

从他刚来时的“三类村”，进步为

全镇 12 个村中排名“一类村”第

一名。

“土地收租金、干活有工资、

年 底 还 分 红 ，日 子 越 过 越 有 盼

头！”说到土地流转带来的好处，

源田村村民林晚秀乐呵呵地算起

了“增收账”。

“前几年，这片地主要用来种

植水稻和烤烟，收益很少。再加

上村里的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

工，村级产业结构单一，集体经济

一直是我们的发展短板。”源田村

党总支副书记寻湘涛指着面前的

这块红薯叶基地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

产 业 兴 旺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基 石 。

为了在驻村期间帮助源田村找

到合适的发展路径，有效实现村

级增收、村民致富，梁巍琼全身

心扑到了产业规划上。组织“村

两委”外出取经、邀请农业专家

实 地 指 导 、入 户 座 谈 了 解 民

意……经过多次考察，大家一致

确定了开展红薯叶规模化种植

这一发展方向。在合作社的高

效管理和科学经营下，实现土地

流转 160 亩，并为 50 多人提供了

就业岗位。

红薯叶一茬又一茬地长，稳

定 的 销 售 渠 道 成 了 产 业 发 展

的 关 键 。 对 此 ，梁 巍 琼 多 方 奔

走 ，协 助 源 田 村 与 长 沙 海 吉 星

市场签订了购销合同，进行“订

单式生产”，让产品出村进城不

愁销路。

把红薯叶做成“金叶子”，这

只是源田村产业版图中的一部

分。“今年，我们正在试种罗汉果，

油茶林基地也在筹备中。”说起产

业规划，梁巍琼信心满满。收获

的喜悦以及村民们的热情参与，

凝聚成“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共

识，这个“久在深闺人未识”的小

山村，正描绘着乡村振兴的美丽

图景。

□范文欢

2023年 3月，国家档案局通报

了国家级档案专家、全国档案工

匠型人才、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

干“三支人才”队伍的选拔结果。

中国邮政文史中心（中国邮政邮

票博物馆）档案业务部张颖获评

“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称号。

“三支人才队伍”选拔是国家

档案局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决策

支持和人才支撑，开启新时代人才

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又称人

才“强档工程”。作为一名从事档

案工作近 30 年、全国邮政第一位

拥有“档案专业研究馆员（正高级

职称）”称号的老档案人，面对这份

荣誉，张颖淡然而平静。她说：“这

份荣誉是属于大家的，没有前辈和

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就没有我的

成长和这些成绩的取得，我只是众

多邮政档案人的一员而已。”

张 颖 自 1993 年 8 月 参 加 工

作以来，一直在文史中心档案业

务部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她历经

邮电部档案馆、国家邮政局档案

馆、中国邮政档案馆、中国邮政文

史中心（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档

案业务部各个不同时期的机构调

整改革，也经历了办公场所从长

安街邮电部大楼到西三旗档案

楼、再到长阳房山档案馆的地点

变迁。在近 30 年的工作时间里，

无论机构和办公场所如何变化，

张颖一直保有着那份特有的档案

情怀，以及对档案事业赤子般的

热爱、坚守。她说：“档案馆搬到

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无论

上班的路途多么遥远，我们都要

为这个家风雨无阻、殚精竭虑。”

作为邮政档案事业从创办起

步到蓬勃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和参

与者，张颖经历了馆藏档案现代

化管理工作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1992 年 3 月，邮电部办公厅发文

决定正式成立邮电部档案馆，隶

属邮电文史中心。建馆之初，缩

微设备尚未安装、档案目录还是

传统的纸质目录，张颖亲身参与

馆藏档案的现代化管理工作。从

缩微设备的安装调试到现阶段

200 余万缩微画幅的保存，从单

机案卷级目录检索到档案管理系

统开发应用，从档案数字化标准

的设定到完成馆藏近 400 万页档

案 的 数 字 化 ，张 颖 全 程 参 与 其

中。她承担了档案缩微、数字化

标准的制定、档案管理系统需求

报告编写、缩微设备维护等多项

关键工作，在推动档案现代化建

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原邮电

部档案馆档案现代化管理工作打

下了坚实基础、作出了贡献。

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档案一

线的工作人员，高度负责的工作

责任感和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是

一名档案人的基本素养。张颖笑

谈自己和其他同事一样有着档案

人的职业病——爱抠细节、爱较

真。她说：“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

邮政档案既是我们邮政的宝贵财

富，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不

抠点儿细节、不较点儿真，档案的

装订、编目、整理、查阅将都是问

题，我们抠得细点儿，较点儿真，

就能为后来者省好多的事。”

“我们档案人要当好‘三心

人’，即细心、耐心、热心。对待档

案接收、整理要细心，档案著录、

编目要耐心，档案调阅、借阅要热

心。”张颖常说。作为档案业务骨

干，在两次向中央档案馆进行档

案移交的工作中，张颖不仅主持

了档案数字化工作，还参与了移

交档案的鉴定整理工作。档案的

鉴定整理工作是移交工作中问题

最多、困难最大的部分，对几十万

卷档案既要在宏观上做到了然于

胸、统筹有序，又要在微观上熟悉

每一页档案的价值认定和分类归

卷。张颖以精益求精的工作态

度，和其他同事一道，按中央档案

馆的进馆要求对移交档案进行了

重新整理、编目，保证了此项工作

的顺利推进。2021 年 12 月，工业

和信息化部特别致函感谢文史中

心档案业务部全体人员在档案移

交中的突出贡献。

一直以来，张颖热爱本职工

作，潜心钻研，积极参与国家档

案事业建设。2010 年 7 月至今，

她先后任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绘图应用

分 技 术 委 员 会（SAC/TC86/

SC6）、质量分技术委员会（SAC/

TC86/SC1）委 员 ；2012 年 至 今 ，

兼任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理

事会理事；2023 年 4 月，任全国文

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86）委员。张颖多次参

与多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工作。她以第一起草人身份完

成 了 国 家 标 准 《GB/T

20493.3-2018 电 子 成 像 办 公 文

件扫描用测试标板 第 3 部分：较

低解像力应用测试标板》、指导

性 技 术 文 件《GB/Z 42215-2022

文档管理 影响缩微胶片冲洗机

的环境与工作场所安全规则》的

制定，并在缩微技术领域的核心

学术期刊《数字与缩微影像》上

发表相关领域研究论文 10 余篇。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

却艰辛。三十载如一日的档案生

涯所承载的是一种“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繁华”的品格，是一份不为

世事所动的淡定，是一腔在故纸

堆里笃然前行的热忱。“档案工作

存史资政育人，是一项利国利民、

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每当

谈及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

重要批示，张颖难免流露出作为

一名档案人的自豪。

近年来，数字技术推动着各

类资源要素快速流动，档案也走

向了数智化转型的时代。“奋楫者

先，创新者强。”张颖说，“我将与

我的同事一道，不断求索时代赋

予档案的意义，做好档案的守护

者、记录者，发挥好档案的价值和

作用，为中国邮政档案数智化事

业贡献我们的力量。”

□尤档

“五一”前夕，浙江省杭州市邮政分公

司滨江区泰安路揽投部经理沈涛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沈涛站在领奖台上，内

心无比激动：“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快递小

哥，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是每一位邮政人

的初心使命。”

作为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的邮政新业

态一线揽投员，沈涛在平凡的投递岗位上

已经坚守了 15 年。15 年来，沈涛刻苦钻

研 投 递 操 作 技 能 ，以 扎 实 严 谨 的 工 作 作

风、高效精准的专业水准，将专业技术知

识 与 创 新 实 践 相 结 合 ，做 精 做 优 投 递 工

作，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高技能人才，赢得

了社会各界好评。

作为滨江区泰安路揽投部的一名投

递 员 ，沈 涛 在 平 凡 的 岗 位 上 一 直 严 于 律

己，积极要求进步。

平时，沈涛有意识地把投递技能竞赛

的相关内容，如快件收寄派送、安全管理

等理论知识，以及包裹开拆、接收下段、异

常邮件登记、归班监控、智能快件箱操作

等融入日常工作实践中。功夫不负有心

人。2017 年，沈涛在参加第五届全国邮政

通信特有职业技能竞赛暨浙江省选拔赛

和杭州市选拔赛（邮政投递）中，均获得

“个人全能第一”的好成绩，并荣获“浙江

省技术能手”称号。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沈涛利用业

余时间钻研营销知识。2022 年，他通过邮

政营销员高级工的考核，随后，又获得杭

州市高层次人才（D 类）称号。

在别人看来，投递是一项相对简单的

工 作 。 而 沈 涛 却 认 为 ，投 递 工 作 虽 然 平

凡，但要做好做精并不容易，必须在日常

工作中持续提升技能，而且必须有强烈的

责任感和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的心。他

十几年如一日，用“一封信一颗心”的精

神，用心投送好每一份报纸、每一封信、每

一个包裹。在他 10 余年的投递生涯里，总计处理邮件

100 万余件，累计行程 10 万余公里，从未发生过错投、漏

投和客户投诉。

早些年在投送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针对滨江辖

区内城中村整体拆迁的情况，沈涛都会事先通过电话

预约好客户，并提醒客户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和客户

确认上门时间，并在投递时仔细核对证件，确保万无一

失。因为他知道，每一份高考录取通知书的背后都有

一个家庭的殷切期盼。

2022 年初，滨江突遭新冠疫情袭击，沈涛全身心投

入“逆行者”的队伍中，积极配合小区物业管控，第一时

间为客户提供生活用品和防疫物资运输服务，践行“人

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展现出“国家有需要，邮政

在行动”的国企担当。

正是沈涛的真心和专业，换来了客户和同事的认

可。他先后获得“杭州市劳动模范”、第五届“杭州工

匠”荣誉称号。2023 年，他所在的滨江区泰安路揽投部

也荣获了“浙江省工人先锋号”的称号。

2022 年“双 11”，快包投递量同比增加了 1.5 倍。恰

逢泰安路揽投部场地搬迁，自动分拣机又需要进行调

试，两者叠加让揽投部忙得不可开交。在调试分拣机

的过程中，由于要及时进行系统信息维护，沈涛抽不开

身，因此，饿了吃几口方便面，困了就睡在站点里，与技

术人员一起在电脑上进行地址库匹配，边调试边运行，

不停地修改……经过艰辛的努力，自动分拣机调试完

毕，邮件上机率达到了 95%，每小时分拣达 7000 件，确

保了“双 11”生产正常运行。与此同时，为了克服班组

人员紧缺以及“双 11”“双 12”业务量暴增的双重问题，

沈涛主动放弃休息日，通过并段、小夜班、到小区摆摊

等多种办法，做到旺季期间邮件无积压、无遗留、无错

投。

如今，面对荣誉，沈涛谦逊地说道：“我只是在自己

的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企业和各级工会组织给了

我那么多荣誉，在我看来，既是压力更是动力。这些荣

誉时刻鞭策着我在今后工作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继续发挥‘传帮带’作用，带领大家

努力提高技能水平和服务质量，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的邮政服务。” □徐晓娟 陈建国 韩颖 文/图梁巍琼：“点叶成金”绘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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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伟：爱洒邮路二十载 平常工作铸精彩

凿凿匠心筑兰台 初心不怠开新篇
——记“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张颖

张祥伟骑着摩托车投递邮件。

沈涛正在分拣邮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