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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喆宁 袁威 文/图

王少朋，1983 年出生，是山

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邮政分公司

南阳支局的一名邮递员，2022

年 被 授 予 山 东 省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这天一大早，一个背着绿

色邮包的人，正在南阳支局里

低头分拣、清点当天需要投递

的报刊、包裹。之后，他马不停

蹄地将东西放在门口的摩托车

上 ，驶 向 停 靠 着 邮 政 船 的 码

头……

他就是王少朋，是南阳镇

的一名“湖上邮递员”。从 2007

年开始，他几乎每天都要在湖

上行船，负责合并后的振兴村、

渡口村、王苏白村和建闸村 4 个

行政村的党报党刊及信件、快

递包裹等邮件的投送。

不同于普通的陆上投递，

王 少 朋 需 要 频 繁 更 换 交 通 工

具——摩托车、船、三轮车，每

天往返六十多公里，一天花五

六个小时在湖上，投递 3500 多

位村民的报刊、包裹……如今，

他 已 经 走 过 30 多 万 公 里 的 水

路。“岛上的村民基本是留守的

老人和上学的小孩，平时也很

少出岛。青年人都在外面务工

或做生意。”王少朋说，“只要村

里还有村民在，我就会一直坚

持下去。”

每天走四十多公里水路

王少朋所在的南阳支局，

位于南阳湖中的南阳岛上。

南阳镇是一个岛屿镇。这

里四面环水，有京杭大运河穿

过。所辖湖面约 15 万亩，进出

都靠船只，下辖的 25 个行政村

分散在湖中自然岛屿上。南阳

支局共有 3 人负责投递，王少朋

负责最长的这条水上邮路。特

殊的地理条件和交通限制，给

投递带来不小的难度，虽然只

负责 4 个行政村，但王少朋每日

要走四十多公里的水路。

每天早上八点半，王少朋

就 能 到 达 码 头 。 他 把 摩 托 车

停在湖边后，再将邮件放到一

条 红 色 的 小 船 上 。 旁 边 还 有

一艘较大的绿船，王少朋介绍

说 ，这 是 以 前 的 交 通 工 具 ，已

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发动机

的 噪 音 太 大 ，又 过 于 笨 重 ，一

到 冬 季 发 动 机 启 动 十 分 困

难 。 虽 然 这 艘 船 后 来 被 他 改

成了电动的，但是速度慢还经

常会发生故障。于是，在单位

的支持下，王少朋开上了现在

这条红色小船。

行船时，为了掌握方向，王

少朋的手一直搭在操纵杆上。

漫长的湖上之路，他被太阳晒

出一头汗，驾驶时，他只能偶尔

看看周围的风景，同其他船上

或者岸边的村民打声招呼。从

南阳镇到丁楼村不到 3 公里的

距离，他用了 20多分钟。

下船后，王少朋背上邮包，

开始挨家挨户地将各类邮件送

到用户手上。结束丁楼村的投

递工作后，王少朋又开上三轮

车到相邻的其他两村投递。之

后再回到码头开船，来回近 40

分钟，是他投递中最长的一段

陆路。

“来啦！坐下喝口水！”村

党支部书记和王少朋打招呼。

“不了！这就走了。”王少

朋晃了晃手中的报刊，道了声

再见，就又返回船上。接下来

的几个村子都需要开船前往，

从王苏白村到建闸村大约 10 公

里，行船需要一个半小时。“时

间都花在了路上。”王少朋无奈

地说。

在船上坐久了，王少朋就

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等到达

最 后 一 站 ，通 常 已 经 是 下 午

了。以前王少朋都会在船上吃

午饭，比如烧饼、咸鸭蛋或方便

面。“后来不愿意带了，冬天到

中午，饭也凉了，索性下午回南

阳 镇 后 再 吃 热 乎 的 。”王 少 朋

说。

因录取通知书与邮政结缘

王少朋是土生土长的南阳

镇人。在成为邮递员前，从事

过不同的工作，当过建筑工人，

也收过电费。谈及为什么成为

邮政人，他笑着说：“小时候，村

里有人等大学录取通知书。邮

递员背着包骑着车子，把邮件

送到时，村民那种高兴，让我觉

得 这 个 职 业 很 光 荣 ，我 很 向

往。”

2007 年 ，王 少 朋 成 为 南 阳

镇的一名邮递员。虽然从小就

习水性，也会开船，但刚接触湖

上邮路时，他还是遇到不少问

题。

因 为 水 路 危 险 且 条 件 艰

苦，这一岗位来来去去换了好

多人。王少朋初来时，也需要

手动开船，遇到寒冬，有时候几

个来回都无法发动。

“虽然是南阳人，但以前也

很 少 去 周 边 的 村 子 。”王 少 朋

说。最初投递时，他走过不少

弯路。水中没有路标，遇到芦

苇荡，他经常会迷失方向，在水

上 绕 来 绕 去 ，浪 费 了 不 少 时

间。大约一个月后，他就摸索

出了各个村之间最近的水路，

也掌握了方向。

复杂多变的天气，成为王

少朋颇为头疼的问题。夏季多

暴雨，虽然他每天都会关注第

二天的天气状况，但难免遇到

突发情况。

一次，王少朋正开着船行

驶在湖中，突然狂风大作，他赶

紧驾船向旁边的岛停靠。等天

气变好后，停靠的船已经被刮

到滩涂上了。王少朋只能拿起

撑船的竹竿，花了几个小时，才

把邮船撬进湖里。

2008 年 ，王 少 朋 遇 到 过 一

次危险状况。当时，他正驾驶

着邮船急行，迎面一艘大船驶

来，带起层层巨浪。他来不及

躲避，只想着要保护邮件，急忙

站起身。正好一阵大风袭来，

将没站稳的他掀下了船。他呛

了好几口水，等大船驶过，费了

好大劲才爬上船，浑身也湿透

了。他顾不上后怕，又赶紧继

续开船去村里投递。“这几年政

府有规定，四级以上的风都不

能 行 船 ，所 以 很 少 遇 到 大 风

了。”王少朋说。

虽然夏天阳光暴晒，也经

常遇到风雨，但对于王少朋来

说，最难熬的还是冬天。冬天

湖上的风能把人“穿透”，穿多

少层衣服都没用。每到寒冬，

他都会穿上保暖秋衣、外衣等，

再戴上手套。即使如此，在湖

上待久了，他还是会被冻僵。

冬天湖上经常起雾，行船

更难。在陆地上，周围建筑物

多，容易分辨位置，但在湖上白

茫 茫 一 片 ，根 本 找 不 到 方 向 。

遇到雾气，他一般会摸索着慢

慢行驶，实在看不清的时候，只

能把船停在湖上，等雾散去。

如今，王少朋坚守岗位十

几年，早已对每个村子所需报

刊的数量烂熟于心，分拣邮件

时也不再需要分发表。

成为村民最期盼的人

投递时间久了，王少朋成

为村民每日最期盼的人。前些

年，网购还没有普及，他经常帮

助村民从外面买些日常用品，

甚至柴米油盐等。“最多一天送

过近 100件。”他说。

龚家村有一位腿脚不便的

老人，王少朋总帮他从镇上买

些物品，还会帮忙交水费、电话

费等。如今，老人喜欢从网上

买些种子，也经常通过王少朋

将快递带进村里。

丁楼村一位退休的村党支

部书记说：“少朋能始终如一，

坚持做好这件事，真的很不容

易。有时候下很大的雨，他还

是 会 在 村 里 出 现 。”一 次 下 暴

雨，王少朋的电动车没有充上

电，停在了半路，只好打电话找

村党支部书记来帮忙。

村民对王少朋的信任，来

源于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他

也因此成为村民心中的信使。

村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有时

候送邮件时，王少朋找不到人，

电话也打不通。每当这时，他

都会先联系村党支部书记，尝

试送到收件人的家人那里。还

是找不到人的话，他会发动大

家帮忙。

2020 年 ，王 少 朋 去 距 离 较

远的王苏白村，给一名高中毕

业生送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

全家人都搬出了村子，他只能

拨打电话，但总没人接。为了

不影响孩子上学，他坚持每天

用各种方式联系，终于在几天

后找到了高中生的父母。

新冠疫情期间，王少朋更

是成为这些村子与外界交流的

重要途径。他每天都会从镇上

运送物资到村里，顺便将疫情

信息和防疫知识宣传给村民。

一些村民需要口罩，他也会帮

忙购买。

近几年，山东邮政一直在

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帮助

村民销售农产品。因此，王少

朋也经常帮助村民，把农产品

带出去。他在村民家里看到品

质好、价格便宜的菱角，会建议

他 们 通 过 邮 政 电 商 渠 道 卖 出

去，帮助不少村民解决了农产

品难卖的问题。

对这些村民来说，王少朋

送来的不仅是邮件，更寄托着

3500 多位村民对他的信任和对

美好生活的信心。

“最开始干这一行，觉得和

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也有过打

退堂鼓的时候。但送着送着我

发现，这些邮件不是普通的东

西，更代表在外务工的子女对

家里老人的一种关怀，想到每

天有 3500 多口人等我送邮件，

就慢慢坚持到现在。何况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王少朋说。

普遍服务是国家公共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

赋予邮政企业的神圣使命。作

为邮政企业最基层的邮递员代

表，王少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 人 民 邮 政 为 人 民 ”的 初 心 使

命，他的努力让一方百姓享受

到了“迅速、准确、安全、方便”

的邮政服务。

□云南记者 杨晓颖 文/图

2023 年 10 月 1 日，是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抵边自然村通邮满一

年的日子。从去年 10 月试点通邮以

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 264 个抵边自

然村的村民们切实感受到了邮政服务

送上门的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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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服务到村寨

周一中午，勐腊县邮政分公司投

递员杨俊奇开着投递车来到勐腊镇曼

旦村。杨俊奇在车上安装了一个大喇

叭，车一开进村就开始播放音乐。每

当音乐响起，村寨里的老百姓就知道

是邮政投递员来了。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为边

疆多民族省份。截至 2022 年 8 月，云

南省待通邮的抵边自然村有 2148 个，

占 全 国 待 通 邮 抵 边 自 然 村 总 数 的

90%。为有效解决农村邮政服务“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根据集团公司工作

部署，云南省邮政分公司提高政治站

位，成立了“抵边自然村通邮工作推进

小组及工作专班”，义不容辞地承担起

各项工作。经过调研和统筹规划，云

南省分公司将勐腊县 264个抵边自然

村纳入试点单位，实现投递频次每周

不少于 3 次，其余抵边自然村自 2022

年 11月起陆续实现每月 2个投递频次

的邮政服务。在云南省分公司的进一

步推进下，今年 6月起，西双版纳州其

他抵边自然村也都实现了每周 3个投

递频次。

“以前，我们要跑到 18 公里外的

勐腊镇寄东西，通邮后，投递员直接到

村里来了，真的太方便了！”曼旦村小

组村民依万的女儿在外地读书，以前

想给女儿寄点东西非常麻烦，自从通

邮后就方便多了。现在，不仅是寄快

递，取快递也便利多了。曼旦村小组

党支部书记波应冯也开心地说：“现在

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再也不用去镇上

拿了，需要寄出去的农产品投递员也

能上门取件。感谢中国邮政为我们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截至今年 10月 17日，西双版纳州

邮政分公司共为抵边自然村投递包裹

快递 64397 件，为抵边自然村村民节

约快件取件费约 12.87万元；投递党报

党刊 5.2 万份、信件 2190 余封，办理储

蓄银行卡 535张。

投递路上“错峰行”

西双版纳州境内山高谷深，沟壑

纵横，勐腊县属侵蚀山地，抵边自然村

投递路段自然灾害频发，通行难度较

大，投递员付出的辛苦远超其他地

区。不仅如此，在这里工作的投递员

甚至还会面临遭遇野生动物的危险。

每次投递出班前，杨俊奇都会例

行先打开手机上的“亚洲象预警平

台”，查看一下路途周边情况，确定没

有异常情况后，他才开着车出发。在

西双版纳，投递员们有一条非常重要

的安全规则就是“错峰出行”。

云南野生动物较多，特别是西双

版纳州常有野生大象频繁在村寨、公

路附近活动，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曾经发生投递员在投递邮件路上和野

象“偶遇”的事件，所以投递员出班需

要时常查看“亚洲象预警平台”，避开

野象活动范围。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

投递员的安全，西双版纳州分公司按

照野生动物的出没规律和习性，贴心

地为投递员们安排了“错峰”出班时间

表，规定早上出门投递必须在天亮之

后，下午也必须在天黑前归班回站，尽

量避免在途中遭遇野生动物。

服务有了新“触角”

这天，投递员将《西双版纳报》送

到了南浪村，邮件“转接员”杨夯正熟

练地和投递员进行了交接。

在做好抵边自然村通邮投递工作

的同时，勐腊县分公司不断探索服务

新途径，积极打造邮政转接点，并在转

接点选择了群众基础好、政治觉悟高

的村小组工作人员担任邮件“转接

员”。邮政转接点在做好现阶段中央

和地方主要党报党刊的接收、保管和

转投工作之余，开展扩展服务，如代收

代投快件、代订报刊、代办政务服务

等，积极推动村邮站成为农村邮政综

合服务平台，助力乡村振兴。目前，西

双版纳州分公司在各抵边自然村共设

置了 447个邮政转接点。

哈尼族小伙杨夯正是勐腊县分公

司聘请的邮件“转接员”，他和其他转

接员通过培训，成为邮政服务延伸到

村寨的触角。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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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政业务宣传。今年春节前，勐腊县分

公司得知村民们杀年猪需要大量食用

盐，在“转接员”的协助下，把食用盐拉

到了村村寨寨，销售量近 79 吨，为广

大村民们带去了方便，节约了费用，受

到了广泛好评。

截至今年 10月 17日，勐腊县分公

司 共 收 寄 茶 叶 等 抵 边 村 寨 农 产 品

13757 件，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有效

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增进了民族团结

和社会安定和谐，让邮政绿播满村寨，

让邮政服务惠及百姓。

微山湖上的好信使

邮政绿激活“最后一公里”
——云南西双版纳州抵边自然村通邮工作侧记

抵边村通邮服务车进村入寨。

↑王少朋在投递邮件。

□王凯琳

亚洲时刻，“中国好礼”！杭州第 4届亚残运会激战正酣，与

前不久圆满落幕的杭州亚运会同样精彩，都是中国奉献给世界

的一份尽显中国式浪漫的特别礼物。想起在央视《亚洲时刻

中国好礼》杭州亚运会特别节目中，中国邮政也送出了一份“中

国好礼”。当这份好礼在节目中揭晓亮相时，观众都顿感惊喜，

那是一个大红喜庆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封套。但可能大家也在

想，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薄薄的封套来担纲“中国好礼”？

作为一名曾经寒窗苦读的学子，笔者也品尝过从邮递员

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的喜悦，似乎更能感受到这份独具邮政

特色的好礼所蕴含的深意。每年夏天，收到录取通知书是千

千万万高考学子最期待的时刻之一，因为那是实现梦想的通

行证。中国邮政用“中国好礼”这样的封套精心收存学子们的

期待，并快速、准确、安全送达。无数遍布城乡的邮递员成为

喜讯的传递者、佳音的代言人。每一个成功跨入大学之门的

优秀学子都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

个小小封套中更凝聚着国家的力量和梦想。

每一位邮政人都在认真履行着国家赋予邮政的普遍服务职

责和使命，忠实践行“不负所托、使命必达”的承诺，确保每一份

录取通知书都能妥妥送到期盼它的学子手中，这体现着国家对

公民都能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

样的新闻报道：邮递员不畏辛苦、反复查找，把地址不详、联系人

电话号码有误的通知书最终投递出去；邮政人不惧艰难、翻山越

岭，把通知书送到边境偏远山村的学子手中；家境贫寒的学子利

用假期外出务工，邮递员会把通知书直接送到工地上……笔者

头脑中经常闪现着今年夏天看到的两段短视频的画面。一段是在通往西藏墨

脱的邮路上，绿色邮车越过湍急的泥石流、跨过山体滑坡，在堆满碎石的悬崖

山路上摇摇晃晃，稍有不慎就有翻落的风险。但邮车仍奋力前行，实在无法通

行了，就由人手提肩扛运送邮件。这让人看得心惊胆战的一幕幕，是邮政人每

日的工作常态，《人民日报》和无数网友评价这是“中国邮政最好的广告”。还

有一段视频以第一视角的方式记录了邮递员在雨中长途跋涉，将录取通知书

送达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蚌村考生姚胜旺的过程。视频中，刚从

地里挖姜回来的姚胜旺用沾满泥巴的双手签收通知书并激动落泪的感人场

景，引发了无数网友的情感共鸣，大家纷纷为负责任、勇担当的中国邮政点

赞。“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要找到你，都要把通知书送到”“虽远必达，凡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中国邮政都能到”……中国邮政人以这样的执

着，不让任何一个学子落下，不负国家对于畅通“最后一公里”的嘱托。如此，

中国邮政送出的无疑是一份值得信任的“中国好礼”！

成就学子梦想，连接民众幸福，谢谢你，中国邮政！“中国好礼”，我们都收

到了！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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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朋在湖上运送邮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