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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街角、乡村的路旁，
中国邮政那一抹标志性的绿色总
是格外引人注目。绿色的邮局静
静伫立，绿色的邮筒默默等候，身
着绿色制服的邮递员，骑着绿色
自行车，驮着绿色的邮包穿梭其
间，这曾是城乡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这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
邮件，它还是和平的使者，洋溢着
青春的活力，寓意着生命的茂盛，
更昭示着事业的繁荣，蕴藏着无
数人对生活的诗意憧憬和对远方
的向往。

2012年10月，浙江邮政作家
协会应运而生，深深扎根于浙江
这片文化沃土，紧紧围绕服务邮
政企业这一核心使命。成立至
今，作协积极作为，犹如春风化
雨，润泽着企业发展的每一寸土

壤，推动企业在时代浪潮中破浪
前行，迈向新的征程。

在文学创作与人才培养的道
路上，浙江邮政作协从未停歇脚
步。近年来，作协精心制订邮政
题材报告文学定期创作计划，为
展现邮政行业风采、挖掘行业故
事提供了坚实的创作规划。同
时，积极寻求与浙江省作协、浙江
省文学院的深度合作，联合举办
了八届“信”文学征文大赛。这一
赛事影响力广泛，每届都收到系
统内外近1000件来稿。在这个
过程中，浙江邮政的文学品牌越
发响亮，更令人欣喜的是，一批批
文学新秀在赛事中崭露头角，浙
江邮政文化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为企业发展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
涵与活力。

为进一步点燃浙江邮政作
协会员的创作激情，自2023年
起，作协开启按年度出版会员
原创作品集的新举措。通过组
织会员深入基层采风等形式，
让他们亲身感受一线员工的辛
勤付出与基层发展的蓬勃脉
搏，进而用细腻笔触记录下奋
进中的浙江邮政。

一本本作品集，不仅是会员
创作成果的结晶，更是浙江邮政
砥砺前行的生动写照。作协以这
样的方式，将文化力量深深融入
企业发展的肌理，源源不断地激
发着企业发展的原生动力，助力
浙江邮政在新时代书写更加辉煌
的篇章。

（作者单位：浙江省邮政分公
司）

从淳安县城出发，穿过
下姜隧道，邮车行驶在宽阔
笔 直 的 浙 江“ 最 美 公
路”、2019年度“全国十大最
美农村路”——淳杨线公路
上。山峦叠嶂、绿树成荫、
天空碧蓝，远远望去煞是好
看。约摸半小时后，“下姜
村，梦开始的地方”几个大
字映入眼帘。我们的故事，
就从这里开始。

流水潺潺，小楼林立。
位于这个美丽乡村中央的
乡村振兴展示馆异常醒目，
馆中的图片、文字和影像资
料记录了下姜村由“脏乱
差”到“绿富美”的蝶变过
程。展示馆旁的千岛湖品
牌农产品馆下姜分馆内游
客络绎不绝，三三两两的正
在挑选千岛湖、下姜村的纪
念品及农产品。我们的主
人公娟姐正在热情地帮忙
向游客推介农产品。

娟姐 2010 年 2 月进入
邮政工作，从一般柜员到大
堂经理，再到理财经理以及
后来担任支行长，一直奋战
在金融一线。2022 年 2 月
调到邮政乡村振兴服务项
目组，主要负责与当地农业
企业、农民合作社的走访对
接，整合现有资源帮助客户
解决问题。从金融支行长
到惠农专班组长，不同角色
的转变，对于这个在基层干
了十几年的老邮政人来说，
都是信手拈来。

下姜分馆和旁边的快
递驿站都是根据乡村振兴
规划因需而建，主要是为游
客和村民提供农产品推介、
销售和寄递服务。该驿站是
典型的邮快合作站点，代投
申通、韵达等6家快递公司
的快件，解决了快递进村难，
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取件。

“汪姐，最近民宿生意
忙不？又买了啥好东西？”

“村里环境好了，游客
多了，床上用品不够，这不
在网上买了些床上用品。”
来驿站取件的汪阿姨见到
娟姐不禁走上前寒暄起来，

“以前要到 40 多公里外的
县城去取，现在从家里出来
骑车2分钟就能拿到。真的
是太方便了！”

淳安地处山区，村民种
植了茶叶、梨、桃子等许多
农产品，还自制了笋干、辣
酱、鱼干等。但是因为缺少
平台和渠道，这些绿色健康
的产品一度很难销售出去，
一些有创业打算的村民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在为
资金发愁。

“虽然每天都奔波在合
作社走访的路上，风吹日晒
的，但能尽我所能帮他们解

决实际问题，一切都是值得
的。去年，我们的惠农专班
已经走访了 130 余家合作
社，挖掘了鹌鹑蛋、铁皮石
斛面等新产品。”伴随着娟
姐的介绍，我们不知不觉来
到了鼎佳养殖专业合作社。

这是一家销售鹌鹑蛋
的企业，合作社依山傍水，
交通便利，在路口就看到了
白墙灰瓦，清新简约，给人
以宁静和舒适之感。走进
小院，合作社的负责人王丁
标迎面走来。

2023 年 10 月的一天，
王丁标匆匆找到了娟姐，表
示需要扩大规模，扩建厂
房，急需一笔资金。娟姐了
解到情况后，因客户就是所
在金融网点的大客户，知根
知底，她第一时间联系邮储
银行，一周内帮助该企业申
请到200万元的贷款资金。

“这是贷款新建的厂
房，现在有 200 多万只鹌
鹑。旁边的三层小洋楼也
重新装修了下，准备搞民
宿。”王丁标不善言辞，但还
是热情地向我们介绍着他
的规划，“儿子和儿媳妇也
会回来一起创业，一家人在
一起，再辛苦也高兴。”

“邮政惠农专班的到
来，就像一场及时雨，为我
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一提
到邮政，王丁标除了感谢
还是感谢。这让笔者想到
了 杭 州 千 岛 湖 淳 夫 园 的

“花生哥”。融资难、销售
难、物流难，这些曾经摆在
万千农户面前的共性问题，
也同样困扰着他。

“我们为‘花生哥’提供
了从种植、加工、包装、销售
到运输，一个全环节产业链
的新思路。在扩大基地、购
置新设备遇到资金困难时，
我们为他提供了 300 万元
额度的资金信贷扶持。”对
于“花生哥”的创业历程，娟
姐印象深刻，“我们是一路
看着晴园花生专业合作社
从‘初生’到‘壮大’。”

在短短几年里，“花生
哥”的花生基地已经发展到
了 10余个，从最初的 15亩
地到现在的 1200 多亩，公
司被评为“淳安县共富工
坊”，花生基地（合作社）也
被授予“中邮惠农示范合作
社”称号。

“现在回乡创业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了，和这些年轻
人打交道，自己也变得年轻
了。所以现在我也在不断提
升自己的服务水平，以便更好
地投入工作。”每每说起现在
的工作，娟姐都倍感珍惜。

（作者单位：淳安县邮
政分公司）

因为“ ”你，世界更美好！

老街邮情。 钱学文 摄（作者单位：桐乡市邮政分公司）

老丁，是一名乡邮员，全名
叫丁国强。

2014 年，那时我刚接手工
会工作，因平时组织参与上级的
征文比赛、摄影比赛之类的活动
比较多，就有同事跟我推荐了投
递员丁国强，说他之前有很多摄
影作品在省级、国家级的大赛中
获得奖项。于是，通过电话和
QQ联系上了他，未曾谋面，但
也能感受到言语中的质朴。

真正见面，是 2014 年 9 月
的一次省公司文联的“信”文学
征文大赛的颁奖活动。那时，我
和他的作品都获奖了，我们都被
邀请到现场领奖。他个头不高，
穿着一身投递员衣服，皮肤经日
复一日的风吹日晒有些黝黑，他
客气地喊我“刘老师”，我们一起
坐同一班车前往。我也不善言
辞，他也不爱说话，加之平日里
工作交集不多，所以一路上也并
未怎么交谈。当时获奖的人员
中，大多数是来自全省各地的机
关工作人员，基层一线的投递员
应该就只有他了。当站在领奖
台上时，尽管他略显拘束，笑得
有点腼腆，但依然藏不住内心的
激动。

那次颁奖后，我们似乎也
就没怎么见过面。后来，我们
单位组建了常青藤文艺社，我
还建了微信群，老丁同在一个
群。在群里，老丁较为活跃，经
常发来一段小文章或一首小诗
或是几张新拍的照片，与大家
分享。看得出，对于文学和摄
影，老丁是喜爱的。可后来的
几次征文和摄影比赛中，当我
问他要作品时，他告诉我相机
坏了，修修比较贵，不打算修
了，没有新作品给我。几次叹
息后，跟我说抱歉。

忙完手中的活，我打开老丁
发来的文章《弯弯邮路绕一生》

细细品读。从这些质朴的文字
中，我似乎看到那位蹬着自行
车、两个邮袋满载着《人民日报》
《浙江日报》的“小丁”，在那条蜿
蜒曲折的邮路上，迎着风，迎着
烈日，迎着飞扬的尘土，穿过大
山，淌过河流，不经意间，皱纹悄
悄爬上了他的脸，“小丁”终究成
了“老丁”。他那几千字的文章
中，带着一名乡邮员的辛酸和情
怀，他的“邮差”生涯在我的脑海
里变得饱满。

30年前，丁师傅在自己所
在的乡镇当上了一名“邮差”。
当时他所投递的道路中有一段
是真正的“羊肠小道”，还险峻陡
峭，有“建德蜀道”之称。还是自
行车投递的年代，他每天凭着双
脚来回“蹬”6个多小时，一天投
递下来，人近乎散架。后来，迎
来了摩托车投递时代，但山路弯
弯绕绕，崎岖不平，依然是“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而这条
邮路，丁师傅一走便是30年，行
程一百多万里，大约可以绕地球
十几圈了。

乡邮员，被狗咬、被蜂蜇，泥
路摔跤、翻车，是常事。在老丁
的叙述中，这30年的投递之路，
先后经历过4次比较重的伤势。
前年单位体检，医生告诉他片子
上看有4根肋骨骨折，老丁这才
想起很久之前的那次摔跤。刚
摔的前几天疼痛难忍，卧床休息
了几天，而后又带着痛继续上
班。如果不是这次体检，根本不
知道那一跤居然把肋骨都摔断
了。去年，老丁以为我还在做工
会工作，打电话问我工伤保险的
事。原来他在投递的途中又摔
倒了，还不轻，医生让休息一段
时间，于是他报了工伤，这是他
多次工伤中唯一一次正式报工
伤的。

老丁说，这30年来，惭愧自

己没有一点“进步”。从原始的
电报信件到如今的邮品快递，30
年如一日地与报刊相随相伴。
可我又从他的文字和那些摄影
作品中，读到了幸福和满足。

老者挽着裤腿坐在长满青
草的山间，邮差蹲在他的身旁耐
心地指导老者在签收簿上签收，
背后是一片金色的油菜花开得
正艳。这幅名为《春天的故事》
是老丁诸多摄影作品中，我最喜
欢的一幅，特别是两人脸上露出
的笑容，给人以希望、以岁月静
好。又或许，也正是现实中有那
么多如照片中的那位老者的笑
容，才让老丁在这曲曲折折的邮
路上扎根了30年。也正是这份
执着和热爱，这一不起眼的“邮
差”，让他在自己的邮路上绚丽
地绽放着。

老丁在2001年被杭州市邮
政局评为“双十优 双百佳”先进
个人；他的文章被《浙江日报》刊
用并收藏；还有那满满一抽屉的
摄影作品和文学作品获奖的奖
状，也见证着老丁曾经的骄傲与
辉煌。

只要穿上那身邮政绿，穿梭
于乡间田野，那迎风而舞的花
草，那长满青苔的小巷，那雨后
的泥土味儿，还有那乡亲们期待
而信任的眼神，都日复一日地印
在心里，滋润着他，给予了他继
续前行的力量。

《邮差赋》

寒暑邮差三十载，
酸甜苦辣印脑海；
风雨不挡投递路，
寄递人间情满怀。

这是老丁为自己30年邮差
生涯做的一首诗。文字如他本
人一般质朴，却深情。

（作者单位：建德市邮政分
公司）

春风一样的年龄干着夏与冬的活

更多的时候，汗水装饰了他稚嫩的脸

微笑或皱眉，像邻家不知所措的小弟

可能会在逼仄的空间转弯或急刹车

使命让他保持着精准的速率

却时刻把快递中的姓名、地址

当作毕生的诗文，记下这盛世繁花里的每一条曙色

记下这众目的企望和行进中绿植们的致敬

他年轻的恋人正在半途中等待续杯开水

他焦虑的客户们正在雾霭里掰手指头

掂着草浆纸包裹的易碎品，心有了点点余悸

像提不动的月光，散在心上

像默读者的嘴唇封住了书中主人公的致歉

每一段崎岖，都经得起大地与风雨的颠簸

旖旎的人生，都是一场对方向的探寻

（作者单位：舟山市邮政分公司）

3月末一个阴雨蒙蒙的清
晨，我随浙江省邮政文联一行
去天台县北丘陵山区的石梁
镇走访。

大巴车载着我们驶过小
镇沿街的商铺，驶离繁华的街
市，没过多久，车子便缓缓地
转向一条徐徐向上的坡段。
车身缓缓地向上攀爬，有些
像身怀六甲体态臃肿的孕
妇，沉稳而谨慎。渐渐地，大
巴车离小镇越来越远，山路
也越来越陡峭。车窗外那一
闪而过的“云端小区”从浮游
的云层里渐渐变得清晰，让
我恍如在梦里。当驾驶师傅
将车身以及车内的我们停在
海拔800多米的山上时，几米
开外，一座两层平房的邮政所
瞬间将车窗外的一切，将我们
的双眼都涂抹成了一片绿色。

在这个春末，在被称为仙
境般的天台，在石梁镇龙皇堂
村的云边，我们与一座依着云
建造的邮政所相遇。这座海拔
800多米的云边邮政所，如暮
春最后一抹沉静之绿、希望之
绿、永不褪色之绿，守望着“云
端小镇”的安静祥和，岁月静
好。这里远离闹市且山高路
远，这间云边邮政所的存在就
像被时光遗忘于遥远岁月的一
座老邮局，又像在原始森林里
遇见一间装满故事与路人想象
的小木屋，古老、神秘而传奇。

邮政所的柜台里端坐着
一位一身橄榄绿制服的女子
林娟。6年前一个流光溢彩的
秋天，林娟走进了这间云边邮
政所，成了当时当地邮政系统
唯一的一名女投递员。

从云端到山脚，从乡村到
只遇风不见人的荒草小径，无
数个冰雪封镇的冬日，无数个
云雾弥漫的清晨，无数个内心
湿润脚步坚定的日子，一个
人、一辆车，一轮轮碾过一个
柔女子80多千米盘旋、曲折、
孤独的投递之路。林娟几乎
每天都要帮村民们捎带一些
生活用品，捎带村民的嘱
托、期盼，那细窄、绵长的邮
路上一个个投递点，就像一
篇文章里一个个充满深情
的停顿号。每到一个站点
林娟就要提前放慢节奏，稳

定立脚，从摩托车里取出一
挂猪肉、一提蔬菜，或抱起一
袋面粉、扛着一个纸箱。6年
后，林娟结束了颠簸的投递，
转岗为邮政营业员。

石梁镇常年气候湿冷多
变，山路崎岖、峰高路险，村落
更如星辰散落于山坳沟壑。
从曙光到日渐浓，林娟总是在
心里默默地祈祷同事平安归
班。每当雨雪天气，林娟悬浮
的心总要等到两位投递员平
安归来才平稳落地。

此时，林娟把目光伸向窗
口外的清晨里，时间仿佛回到
多年前那个白茫茫不着边的
风雪交加之夜。当天林娟背
着邮包在风雪扑面中深一脚
浅一脚地穿行，就像茫茫天地
间一个不断移动的斑点。夜
色如画笔下逐渐加深的浓重
水墨一寸寸逼近。不知走了
多远，亦不知走了多久，林娟
无意中回望——在她的身后，
一行深深浅浅的如同在雪地
上种植下的脚印一路尾随，不
离不弃。雪越来越深，夜越来
越浓，林娟每一次抬脚都像是
从雪地里将自己整个儿地拔
出来。当她投完最后一份邮
件，步行返程回到家时夜深似
海。她说，家人的等待就是人
间最温暖的一盏灯火。

林娟说，这里的冬天最
美！雪天、雨天晨雾缭绕宛若
仙境，一切宛如浮游云端……
她，仍那么热烈地无所畏惧地
爱着雪天。

有时候，一连几天，林娟
的柜台前也没来过一个客户，
没有一笔临柜的业务。而林
娟仍旧静静地端坐于柜台前，
守望着分分秒秒经过她，经过
小镇的时光。她知道，在她身
后是一个情系万家，信达天下
的绿色邮政。

在偏僻山村、雪域高原、
孤寂海岛，在全国各地，有无
数这样的绿色邮政所，亦有无
数的林娟，他们只为薄信里的
一声问候、一份报纸、一个快
递……岁岁年年，你来或者不
来，她都在那儿，静静守望着
那一抹永不褪色的生命绿。

（作者单位：开化县邮政
分公司）

浙江邮政作家协会会员原创文艺作品专版

浙江邮政：以文化笔触，绘发展新景
■刘学凡

爱心善邮路。周琦 摄（作者单位：嘉兴市邮政分公司）

邮

浙江邮政作协会员作品选。

邮差老丁
■刘小飞

在梦开始的
地方

■胡韶玲

云边邮政所
■陈雪华

我的同事——

揽投员李世明
■苗红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