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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卓

早上 7：52，离上班还有近 40

分钟，重庆市永川区邮政分公司

大宗营业部里就出现一个身影：

清理单据、编排揽收线路、盖印回

执单邮戳、整理开票资料……

这个忙碌的身影，就是不久

前在重庆市邮政管理局和重庆市

总工会主办的重庆市邮政快递业

职业技能比赛中，以“黑马”姿态

闪耀赛场、从 48 名决赛选手中脱

颖而出并拿下一等奖的曹成。

这是继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

荣誉后，曹成人生中又一辉煌时

刻。

缘于对工作的热爱

上 午 8：23，随 着 刹 车 声 响

起，曹成将邮车稳稳地停在永川

区 公 证 处 。 这 是 每 天 揽 收 邮 件

的第一站。

“老曹，早上好！”见老搭档来

了，公证处办事人员潘引朝他挥

了挥手。曹成边走边回应着，熟

练地将面单依次贴到邮件上，并

写上寄件信息，然后又急匆匆地

返回邮车，前往下一个地点。

今年，是曹成入职邮政的第

12 个年头。在做揽投工作之前，

他 先 后 从 事 过 封 发 、营 业 等 工

作。49 岁的他，中等个子，瘦瘦弱

弱的，两鬓早已花白。

“我以前在工地上务工，在广

州干了多年，一直想找一份稳定

的工作。当时，听朋友说邮政在

招投递员，我就报了名。没想到

真成了。”岁月在曹成脸上留下了

些许痕迹，但谈起当初的选择，他

的眼中泛起光亮。

刚开始那几年，曹成在封发

室分拣进出口包裹，每天要分拣

6000—7000 件。“分拣包裹看似简

单，但稍一分神就会出错，必须得

专注！”无数次的分拣使得他的手

上留下了厚厚的老茧。

“ 后 来 ，我 又 被 调 到 营 业 室

收 快 递 包 裹 。 那 时 候 ，没 有

PDA，信 息 全 部 靠 手 工 录 入 电

脑。一天录 200—300 件，还不能

出 错 。”听 得 出 来 ，话 里 话 外 ，曹

成 是 一 个 对 自 己 要 求 相 当 严 格

的 人 。 在 营 业 室 工 作 的 七 八 个

月 里 ，他 没 有 录 错 过 一 次 信 息 。

因为工作出色，他又被调到揽投

部，这一干就是 10 年。

这 10 年，不管是盛夏还是寒

冬 ，曹 成 都 是 早 出 晚 归 ，尽 职 尽

责。在他看来，邮政揽投员不仅

是一份职业，更有一份责任。

认真负责本领强

上午 10：30，曹成收完新城区

的邮件，准备开车前往老城区一

趟。“那里有老客户打电话让我去

帮个忙。太熟了，他们有事总会

想到我。”当被问起怎么还要前往

老城区时，他笑着说道。

曹成在老城区当揽投员时，

供电所的王霞就一直在他这里寄

包裹。多年打交道，王霞对曹成

是打心眼儿里认可和信任。有一

次，王霞的一件重要文件因天气

原因延误了，曹成得知后，冒雨上

门送件，让对方十分感动。

工作认真负责，又总能主动

为 客 户 解 决 问 题 ，老 曹 的“ 粉 丝

群”越来越大。

不过，纵然有着长年积累的

经验以及足够平和的心态，曹成

在这次职业技能比赛中，赢得也

并不轻松。

此 次 比 赛 分 为 理 论 和 实

操。对年近半百的曹成来说，记

忆 力 的 减 退 使 得 理 论 考 试 成 为

他难迈的门槛。那段时间，他每

天白天集训，晚上就在宿舍看书

刷题。

对于曹成来说，实操就是考

工作中的积累，如严格遵守验视

制 度 、快 速 识 别 禁 限 寄 物 品 、遵

守交通规则，以及电话预约服务

等 。“ 其 实 考 的 都 是 日 常 工 作 内

容 。 只 要 在 工 作 中 认 真 对 待 每

一 个 细 节 ，养 成 良 好 的 工 作 习

惯 ，在 比 赛 中 放 平 心 态 ，自 然 就

会取得好成绩。”斩获第一名后，

曹 成 挠 着 脑 袋 有 些 不 好 意 思 地

说。

善良果敢有担当

“谢谢你救了我爸爸的命，我

们全家一辈子都感谢你！”去年 7

月的一天，一面写着“人民邮政为

人民，助人为乐显真情”大字的锦

旗送到了曹成手中。

就在前一天，曹成拉着一车

邮件途经文昌西路时，碰见一位

老人因中暑倒地。

“我送您去医院吧？您家在

哪里？您有孩子的电话吗？”曹成

多次尝试询问老人的家庭信息。

可老人年纪太大，口齿不清，意识

也未完全恢复，只是摇头不愿就

医。无奈之下，曹成只得先带老

人回到邮件处理中心。不久，老

人慢慢恢复了记忆。他抓着曹成

的手说，自己住在北塔村安置房

北区。曹成才终于与老人的家人

取得了联系。

对陌生人伸出援手，对朝夕

相处的同事关心关爱，曹成总能

在关键的时候给予他人帮助。

陈建是一名才到营业部工作

的 新 人 ，刚 开 始 总 是 分 错 邮 件 。

曹成看到后并没有指责他，而是

通过善意提醒、亲自教授的方式

让陈建熟悉每件邮件的分区。除

工作外，曹成在生活上也给予陈

建颇多照顾。知道陈建是单身，

便经常晚上下班后邀请陈建到家

里吃饭。

曹 成 的 友 善 和 热 情 也 在 工

作 中 得 到 了 同 事 们 的 回 报 。 每

当他有困难或需要帮助时，同事

总 是 毫 不 犹 豫 地 站 出 来 。 大 家

紧 密 团 结 ，相 互 支 持 ，共 同 努 力

实现目标，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佳

绩。

□陶雯 李文

一人、一车、一邮包，他在大山深

处坚守了近 24 年。2000 年 1 月，胡阳

华进入湖南省绥宁县邮政局担任县

郊乡邮员，20 多年来，胡阳华骑行了

20 多万公里，可绕地球 5 圈。作为一

名普通的乡邮员，他用青春年华坚守

忠 诚 ，把 党 的 声 音 及 时 传 进 大 山 深

处，用爱心温暖他人。

汗洒岗位的“敬业信使”

“老苏，你儿子给你寄的大衣到

了。你在家吗？我给你送过去。”“蒋

老 师 ，你 订 阅 的 报 纸 等 会 儿 就 送 过

去。”……一大早，胡阳华挨个儿打着

电话，开始了一天繁忙的投递工作。

胡阳华所负责的邮路位于大山

深处，道路崎岖，往返长达 95 公里，路

上还经常会遭遇泥石流的侵袭。曾

经有人劝他，这么辛苦、危险的工作

就别再较真儿了。跟领导提一下，调

个轻松的部门享享福。但是，他总是

微笑着婉拒。在他心里，乡邮员是村

民与外界联系的桥梁，这也正是他人

生的意义所在。这份难以割舍的感

情让他深深扎根在大山，一干就是 20

多载。

他笑着告诉笔者：“我很喜欢这

份工作。山里的信息不通畅，我们的

工作就是让老百姓及时了解到外面

的世界。这让我很开心。”

情倾邮路的“爱心信使”

胡阳华从参加邮政工作的第一天

起，就把老百姓当成亲人看待。每次踏

上乡邮路，他总是帮当地村民捎带上一

些他们需要的物资，千方百计地为他们

办一点实事。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爱心信使”。

胡阳华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在投递过程中，

他认真地记下区域内每家每户的情况。在工作之

余，他会主动为孤寡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乡亲义务理

发，代购油粮米面、药物等生活必需品。地里忙的

时候，村民没时间去买化肥、缴话费，只要一个电

话，他总是有求必应。哪怕周末休息在家，他也会

二话不说，把村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长铺子苗族侗族乡川石村二组村民苏新有因

车祸造成半身不遂，只能靠轮椅行动。当时，他的

女儿在外务工，儿子刚入伍，只有妻子陪伴左右。

得知情况后，胡阳华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此，他

心里便多了一件事，经常上门去探望，给苏新有理

发、讲故事、做心理疏导……得知苏新有爱看新闻，

胡阳华每年都自掏腰包给他订阅《湖南科技报》《法

制周报》。空闲时间，还陪他一起读报，讨论时事，

目的就是让他多一些开心、少一丝痛苦。这一举动

得到周围百姓的赞许。

2009 年，胡阳华在干上新闻通讯员的工作后，

便成为了老百姓的“代言人”，用笔杆子宣传身边的

好人好事、为老百姓排忧解难。2017 年，从同事那

里得知东山红提滞销，老百姓一年的辛劳即将白白

付出，他立即赶到大山里采集第一手资料，宣传东

山红提。6 年来，他为东山红提写下《绥宁东山红提

深山无人识 邮传千里“飞”向万户》《电商寄递齐助

力 东山红提鲜又红》《绥宁县分公司销售寄递东山

红提 2 万余件》等稿件，在《中国邮政报》、时刻新闻、

邵阳新闻网等 10 余家国家、省、市级新闻媒体上刊

发，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他用自己的笔，帮助

当地百姓增收，助力东山红提销售 75000 余件，创收

510 万元。红提种植户提起他时总是赞不绝口：“胡

师傅真的是大好人！通过他的宣传报道，我们的东

山红提越卖越好，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作为一名基层投递员，我始终把‘人民邮政为

人民’奉为我的人生信条。我相信，只有服好务，才

算把工作做好。”胡阳华表示。

□崔鹏森 张莉莉 焦汉林/文

武辉是山东省东平县邮政分

公司的一名投递员。虽然工作平

凡，但他用坚定的信仰和不懈的

坚持服务山村里的千家万户，用

火一样的热情、辛勤的劳动为村

民传递爱和希望。

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初，武辉

负责东平镇北部山区的两个投递

片区。片区内群山环绕、道路崎

岖 ，25 个 村 庄 大 多 藏 在 山 旮 旯

里。因为坡陡沟深，与其说是骑

车 去 投 递 ，不 如 说 是 推 车 前 行 。

有时，推上一个大的沟坎，他都要

累出一身大汗。碰到下雨天，外

面 一 身 泥 水 ，里 面 被 汗 水 浸 透 。

他 一 干 就 是 5 年 。 这 5 年 ，他 从

没有叫过苦，也没有说过累。当

看 到 大 山 深 处 的 学 子 接 到 大 学

录取通知书时的喜悦、看到村民

接 到 在 外 务 工 的 亲 属 寄 来 汇 款

单时的幸福、听到他们发自内心

的感激时，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

骄傲。

因工作认真负责，武辉又担

负起县委、县政府机关和县委家

属区的投递任务。每天出班前，

他都要按各单位的报刊征订数量

分好类、打好包，确保报刊、邮件

在第一时间送到收件人手里。

有一年冬天，段道上一位老

人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术后，医

院 为 老 人 寄 来 了 术 后 护 理 健 康

手 册 ，但 收 件 人 的 邮 编 、地 址 写

得 都 不 详 细 。 武 辉 就 利 用 休 息

时间到处询问，最终把这份邮件

及 时 送 到 老 人 手 中 。 在 得 知 老

人的情况后，他又搜集了一些有

助 于 康 复 的 资 料 送 到 老 人 家

中 。 正 是 这 本 健 康 手 册 和 康 复

资料，及时帮助老人做好了术后

护理，身体也得以很快康复。老

人说：“小武送件来的那天，雪下

得很大。他头却冒着汗，这么大

的 雪 都 没 拦 住 他 。 这 孩 子 太 敬

业了！”

为保证投递效率，武辉利用

休息时间来熟悉投递段道。哪家

公司经常邮寄资料，哪个报刊订

阅户是退休老干部，甚至段道上

每户的信报箱在什么位置、什么

样、几成新，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正是这些细致的摸底工作，让他

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投递时间长

了，许多客户与武辉变得十分熟

悉，每次进入机关、小区，不少人

会和他打招呼，有的老人甚至把

他视为亲人。

县委家属院里 80 多岁的孙国

安大爷是一位离休干部，孩子都

在外地工作。武辉利用每天送报

的时间，顺带给孙大爷买菜、打扫

卫生。这让孙大爷十分感动，逢

人便说：“小武给我们家属区服务

多年，每次都是有求必应，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啊！”

2019 年 2 月，一则为安葬在朝

鲜的 3 名东平籍志愿军烈士寻找

亲人的消息在网络上传播，并在

《泰安日报》《泰山晚报》刊登。看

到这一消息，武辉萌生了为烈士

寻找亲人的想法。他利用休息时

间，与一位朋友一路奔波、一路打

听，行程 100 余公里，终于帮 3 位

烈士找到了家。

前不久，新闻通讯员许洪胜

得知自己的文章发表后，想留存

一份样报作为纪念，便委托武辉

帮忙寻找。经多方打听，武辉终

于为其找到那期报纸。许洪胜高

兴地说：“武辉拥有一颗真诚、奉

献的心，是一个会认真对待工作

中每一件事的人。”

30 多年的坚守，行程 50 余万

公 里 ，投 递 邮 件 200 多 万 份 无 差

错。“山东省邮政系统先进个人”

“泰安好人”“泰安市优质服务明

星”“山东省劳动模范”……一个

个荣誉称号，一封封感谢信，是对

武 辉 工 作 最 好 的 肯 定 。 他 用 真

诚、热情和严谨，践行着“人民邮

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做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只要

客户需要，我将义无反顾，继续坚

守！”武辉是这样说的，也将继续

这样做下去。

□朱蕊秀

2023 年 1 月 至 6 月 ，销 售 理

财 产 品 3709.6 万 元 、保 险 产 品

430 万元、基金 46 万元、国债 101

万 元 、资 管 产 品 225 万 元 …… 这

是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乌 鲁 木 齐

市 邮 政 分 公 司 五 一 路 支 局 理 财

经 理 孔 德 伟 的 业 绩 。 凭 借 过 硬

的实力，孔德伟在乌鲁木齐市分

公司 104 名理财经理中业绩排名

第一。

不忘初心

孔德伟说：“我是 2011 年 7 月

进入邮政系统工作的。当时，我

被安排在乌鲁木齐县分公司安宁

渠支局。在支局的 6 年中，柜员、

营业员、大堂经理我都做过，对网

点的业务十分熟悉。”

2017 年底，孔德伟被调整到

头屯街支局担任局长。在调动前

夕，得知消息的客户纷纷来到网

点 打 听 ：“ 小 孔 ，听 说 你 要 调 走

了？”“你有空回来看看阿姨，阿姨

可舍不得你了。”“我以后去新网

点找你存钱。你到了新岗位一定

要 给 我 打 电 话 。”面 对 热 情 的 客

户，孔德伟红着眼圈说：“各位叔

叔阿姨、大哥大姐，我在安宁渠支

局的这 6 年多时间，是你们一直支

持 我 的 工 作 ，看 着 我 成 长 起 来

的。感谢大家！”

孔德伟没有想到，自己只是

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却能在不知

不觉间与大家建立如此深厚的情

谊。“我很珍惜这份回忆，从没忘

记过服务的初心，真诚用心地对

待每一位客户是我永远不变的宗

旨。”孔德伟说。

行在当下

孔 德 伟 坚 信 ，付 出 终 有 回

报。2021 年 6 月，她在沙依巴克区

五一路支局担任理财经理，每日

电 访 是 日 常 工 作 中 必 做 的 。 然

而，就是这一简单的工作，让她又

赢得了一位大客户的信任，业绩

节节攀升。

疫情期间，人们的心情和生

活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孔德伟

在每日的电话回访中，没有生硬

地介绍业务，而是与客户聊家常，

缓解他们压抑的情绪。在一次电

访中，孔德伟得知客户徐先生身

处外地，心里特别牵挂家中的老

人和孩子。电话挂断后，孔德伟

便想方设法给徐先生的家人送去

了水果、蔬菜和日常用品。

事后，徐先生激动地给孔德

伟打来电话：“真没想到，在这么

困 难 的 时 刻 ，是 你 帮 了 我 的 家

人。以后，你有什么业务上的要

求尽管联系我，我一定帮忙。”孔

德伟眼中的举手之劳被徐先生牢

牢记在心里。从外地回来后，徐

先生来到五一路支局，他对营业

厅的客户讲述着孔德伟的热心，

倾诉着邮政带给他的感动。淳朴

的孔德伟站在一旁红了脸，表示

自己只是做好本职工作。这次的

用心付出使得徐先生变成了孔德

伟的忠实客户，在五一路支局的

总资产达到 700万元左右。

砥砺前行

除了客户的点赞，周围同事

提起孔德伟也是交口称赞。

金融业务部经理薛仕鑫说：

“孔德伟能力很不错，业务全面发

展，成绩突出。”沙依巴克区分公司

总经理白国燕说：“孔德伟对待工

作认真负责，业务知识扎实。”五一

路支局局长刘苏琴说：“孔经理是

我们网点的标杆，工作积极主动，

为人热情，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面对大家的赞许，孔德伟并没

有骄傲自满，而是谦虚地向更优秀

的同事学习。“虽然我不是最优秀

的，但我要把业务做到第一，把服

务做到最好。放眼全国邮政系统，

比我强的同事很多，我的榜样是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吕红玉。”

为了向榜样看齐，孔德伟经

常 研 究 产 品 说 明 、看 经 验 分 享 ，

认 真 结 合 自 身 工 作 取 长 补 短 。

参加工作 12 年来，她努力考取了

银 行 从 业 、基 金 从 业 、专 职 理 财

等资格证书。近两年来，她先后

获得“年度优秀员工”“开门红精

英 客 户 经 理 ”“ 十 大 杰 出 理 财 经

理 ”“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等 荣 誉 称

号 。 孔 德 伟 说 ：“ 不 管 在 什 么 岗

位，我都会站好每一班岗。脚下

按着分公司要求走，业绩上带着

同事共同进步！”

“黑马”老曹的辉煌时刻
——记重庆市邮政快递业职业技能比赛一等奖获得者曹成

孔德伟：苦干十二载 锻造工匠魂

武辉：像雷锋那样践行初心使命 胡
阳
华
：
只
有
服
好
务
，才
算
把
工
作
做
好

武辉推着自行车在投递途中。 □张瑞泉 摄

胡阳华义务为乡亲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