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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捡到上千证件并寄给失主

六旬“信使”邱胜华:用平凡书写精彩人生

� � � � 8年的时间里， 一位名叫邱胜华的信阳老人自费寄出了上

千封信件，把捡拾到的身份证、合同、发票等各类证件，按照上面

显示的具体地址一一寄给失主。这位花甲老者就像一位信使，用

独特的方式书写动人的信阳精神。

� � � � 9

月

9

日 下

午， 信阳隔热防水

粉 末 厂 厂 长 张 庭

福、 支部书记王书

云， 带着一幅书有

“雷锋精神发扬光

大”的大牌匾，走进

了信阳木机厂党委

副书记刘月忠的办

公室， 称木机厂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抓 得

好， 职工素质好风

格高。

原来， 厂长张

庭福于

8

月中旬的

一天， 在新马路边

等厂车， 准备去外

地出差，此时，有两

名骑自行车的陌生

人靠近他。 一名借

口问时间， 另一名

趁其不注意， 将张

庭 福 的 公 文 包 抢

走。 好在包内钱不

多， 没有影响出差

计划。 等张庭福同

志出差回来后，正准备叫厂办的同志登报办挂失手续、补办身

份证和工作证的时候，厂办的同志告诉他，遗失的公文包早已

被木机厂的职工寄回来了。 张庭福喜出望外，便买了大匾来到

木机厂道谢。

这位拾到公文包的职工叫邱胜华，是信阳木机厂汽车运输

公司的一名职工。

8

月

15

日早晨，他在肖家湾以东的一个胡同

里，捡到一个公文包，内有合同书、购物发票、产品样本及少量

人民币（

10

元左右）。 他急人所难，便到邮电局花了

1.2

元钱的

包裹费，将这些物品寄到了失主所在单位。 （李汉明）

[

此稿原载于

1994

年

9

月

20

日《申城晚报》（《信阳晚报》

前身）一版

]

“信使”精神 信阳福气

在整个采访和撰稿过程中，有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记者

脑海：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让邱胜华将这个“信使”的职业

坚持了那么久？ 要知道，有时候这样的好事可是有些敏感

的。 可老邱自己的回答是，力所能及、问心无愧。 这看似平

常的

8

个字让人动容。

在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都可能捡到别人丢失的证件，

也许有人视而不见，也许有人会交到派出所，但是能做到

像老邱这种境界的，恐怕也是寥寥无几。 身边生活着老邱

这样的人，是我们信阳人的福气，而我们该做的就是向老

邱学习，为信阳延续这种福气。

八年将上千证件寄给失主

� � � �

邱胜华是土生土长的信阳人，

1997

年从信阳市木机厂内退以

后，开始“自主创业”，每天到背街

小巷捡拾破烂儿，把家里的储藏室

改成了“工作室”。他把收集来的废

旧零部件用来给左邻右舍修修补

补，还能得些收入，补贴家用。有时

候捡到钱包或身份证等物品时，老

邱就交到派出所。 时间久了，捡到

的这类物品也就多了。

2005

年

6

月的一天，老邱捡到两张身份证和

一个装有票据的钱包

,

通过证件查

找到了失主的信息后，老邱就寻思

着直接把物品寄给失主。 当天下

午，他就到邮局，把捡到的证件和

钱包按照找到的地址信息寄给失

主。 没过多久，老邱陆续收到三封

回信，都是失主寄来的。

从那之后，老邱又为自己谋了

个“信使”的职业

,

只要捡到各类证

件，他总是认真地从中找寻失主的

信息，然后自己掏钱把物品寄给失

主。 每寄出一封信，老邱都会做个

简单的记录。

12

月

23

日下午，记者在老邱的

“工作室”看到了这本特殊的“日志”，

十几页纸的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失主的姓名和地址。省内有

信阳、商丘、平顶山的，也有河北承

德、四川攀枝花、湖南常德等外省

的。 老邱大致算了一下，

8

年间，他

一共寄出

1000

多封这样的信，花

费了

2000

多元邮费。

花甲老人甘愿当义务“信使”

� � � �

在这上千封信件中，老邱记得

最贵的一封信花了

8

元邮费，寄的

是好几叠合同；最远的一封信是接

受记者采访当天上午寄出的一张

身份证，目的地是新疆叶城县。 老

邱的“工作室”里有一个箱子，里面

是一些各式各样的钱包，为了节省

邮费，老邱通常只把信件和贵重物

品寄出去，因此这些钱包就留了下

来。 刚开始的时候，家人都不理解

他，说他傻，时间长了，逐渐被老邱

感动。 说起几千元钱的邮费，老邱

一点儿也不心疼，他说捡拾破烂儿

的收入刚好能够负担这些邮费。

虽然是个另类的“信使”，可老

邱也总结出了一套工作流程。 能找

到电话号码的话， 他就先电话联系失

主，为其送上一颗定心丸。找不到电话

的他就直接按照地址先将证件寄给失

主，取得联系之后，再将剩余的贵重物

品一并寄回。 对于那些被退回来的证

件，老邱就送到派出所。为了能让失主

尽快收到丢失证件， 老邱总会在第一

时间将捡到的证件寄出， 有时候一周

要往邮局跑好几趟。经常为他办理寄

信业务的邮局客户经理杨静告诉

记者：“我们这里的同事都认识邱

大爷，刚开始不了解情况，知情后，

我们都深受感动，原来这样的好人

好事就在我们身边。 ”

持之以恒助人为乐 50余年

� � � �

邱胜华的助人为乐并非一时

兴起， 最早一次是

1960

年因为拾

金不昧受到表扬。 当时，

13

岁的邱

胜华就读于信阳市二中。 一天，他

在上学途中捡到一个部队军官丢

失的信封，里面是一张罗马表的取

表单和一张

200

多元的存折。在那

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可以

说是价值连城，可小小年纪的他想

法简单而纯粹。 一到学校，就把捡

来的东西如数交给了老师。 后来，

丢失物品的军官还为他写了一幅

“崇高的品质，光辉的榜样”的大字

送到学校，当时的校长还专门召开

表扬大会，号召全校师生学习邱胜

华拾金不昧的精神。

1970

年到北京参军以后 ，邱

胜华因助人为乐，表现突出，多次

受到部队表扬，还和连队战友一起

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

1974

年从

部队转业到信阳木机厂，邱胜华负

责机械维修， 为了节约维修成本，

邱胜华就利用业余时间捡拾点零

部件。 同事朋友的家具、家电或者

自行车出现小毛病的话，他捡来的

这些零件一般也能派上用场。石永

刚是邱胜华在木机厂工作时的同

事，他对记者说：“老邱在木机厂工

作的

20

多年里， 几乎成了同事们

的专职维修师傅，谁家有什么东西

需要维修，老邱基本上都是随叫随

到。 ”

常做好事的老邱也被误解过，

说起那次经历，他记忆犹新。

1993

年

9

月

2

日夜晚，两个医药公司的

保安把老邱抓起来拳脚相向。原因

是其中一名保安丢了钱包，常在医

药公司附近捡拾破烂儿的老邱成

了他们怀疑的对象。 事后，派出所

将真正的小偷抓获，还了老邱一个

清白。 这件事情让老邱沮丧了很

久，不过并没有打消老邱助人为乐

的积极性。

1994

年

8

月，老邱捡到

一个公文包，在包内的文件里找到

地址并将公文包连同包内物品一

并物归原主。为此，当年

9

月

20

日的

《申城晚报》（《信阳晚报》前身）还刊登

了一篇题为《鸿雁传真情》的消息，

表扬老邱助人为乐的精神。

老邱笑言，自己现在就像条件

反射一样，捡到别人丢失的证件后

就要千方百计把它们寄给失主 。

“我会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 一直

到捡不动了，寄不动了为止。”老邱

朴实的话语，表达的却是他坚定的

决心，彰显的是他助人为乐的高贵

和温暖情怀。

鸿雁传真情

密密麻麻的寄信记录

本报记者 马依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