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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几日， 信阳的早晨寒意十足， 有一群人却早早地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
巷，在寒风中为人们送去温馨、快乐和感动———

投递员：寒冬里的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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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连日来，我市持续低温，最低气
温在零摄氏度以下，人们明显感到寒意逼人。

然而，当大多数人躲在温暖的家里时，有这样
一群人仍在寒风中坚守。 他们用自己的劳动
和付出，为城市贡献着一份力量，使得我们的
城市更加有了生机。

寒冬里，记者深入基层，走近投递员、洗
车工、送奶工、送煤工……从这些平凡人的平
凡岗位中，体验他们工作的艰辛和快乐。从即
日起，本报开辟《寒冬里的坚守者》专栏，旨在
通过记者的镜头， 记录下他们的生活百态和
一个个感人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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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传播媒介越来越便捷的今天，我
们早习惯于用手机、网络进行沟通获取信息，

曾经背着绿邮包、走街串巷的投递员，在一些
人的印象中或许已渐渐模糊。 其实，他们从未
停下投递的脚步，一年

365

天，不管是炎炎夏
日、狂风暴雨，还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不管
是一封封小小的邮件，还是装满货物的包裹，

他们身着深绿色的服装、 骑着绿色的电动车
始终在路上，在平凡、枯燥、艰辛的工作中，为
人们送去温馨、快乐和感动。

25

日早晨，带着一份敬佩之情，记者走近
市邮政发行局投递班的投递员们， 近距离体
验他们的苦与乐。

冬季早晨
5

时，城市依然被夜幕笼罩，很
多人还沉浸在睡梦中， 投递班郊区组的陈伟
朝已起床，简单收拾后就往邮局赶。 陈伟朝家
住河区十三里桥乡叶桥村， 从家里到单位
骑电动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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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为了不耽误投递，近
30

年的工作中，无论寒暑，他都起得这么早。

尽管陈伟朝身边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 但他
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不为别的，就是闻到油
墨味心里高兴， 每天就像上学时发新书一
样。 ”陈伟朝说，如今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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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他，还想一
直这样干到退休，“投递员坚持到

60

岁退休
的，我身边只有两个，我要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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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

记者在邮局看到， 分拣室里是跟陈伟朝
一样早来的投递员， 大家都在麻利地打扫卫

生，等待报纸、邮件和包裹。 据市邮政发行局
投递班班长陈秋菊介绍， 目前他们班共有投
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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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负责市区
50

多个段道的投递，

有的段道比如金牛山物流产业集聚区， 位置
偏远，光跑个来回，车子电量就够呛，一到数
九寒天， 刺骨的寒风和冰雪天气让投递工作
更为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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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邮件陆续来了，投递员忙着查数、

分拣。 单位的平放，个人的折叠，按照区域顺
序依次排放，没有任何标记，记者已经看花了
眼，对已经在这个岗位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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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连启梅
来说，地址表都在她的大脑里，思路清晰。 “我
是从棉织厂下岗的，到邮局当投递员再就业，

心里特别珍惜。 ”连启梅说，刚开始虽有师傅
带，但分起报纸来还是手忙脚乱，笨鸟先飞，

她总是头一天下午就来分拣， 然后认真地做
上标记。 “我的段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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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到贤山村一
带，地址在哪儿、哪一家多少报纸、什么报纸
都已经熟记于心了。 ”即便这样，碰见邮件多
时，上午的投递要一直干到下午

2

时。 “我们
一家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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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吃饭，我在我妈家，孩子在
学校，他爸在单位，主要是我们这工作忙起来
没个点，根本顾不上做饭照顾家庭。 有一次车
坏在路上，投递区域又比较偏远，推了好久，

找到修车点，赶紧借了辆车又接着投递，一直
到下午

2

时才吃上饭。 ”连启梅说，真心付出
就有回报， 碰到天气恶劣时， 好心市民很体
贴，总是说晚一点没关系，越是这样，我们越
想把工作做好。

报纸、邮件、快递，不一会儿，投递员电动

车的前后车篮、踏板上已被装得满满当当，整
装待发。 冬季只有几摄氏度甚至零摄氏度以
下的天气， 骑电动车寒风扫面， 再加上邮件
多、穿得厚、行动不便，有的邮件地址还不完
整，投递起来相当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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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的王健
在当投递员前，换过两个工作，但这份最不容
易的工作他却想坚持下来。 “这几年城市建
设、人口流动加快，经常出现邮件地址不详、

名字写错的情况。 比如，有一次一封收信人地
址只写了‘楚王城大道’几个字，按规定我们
可以退回，但是我找了将近一个月，跑了好几
家居委会， 终于打听到这个人， 把信件交给
他，这个时候特有成就感。 ”王健说。

寒风中， 投递员们包裹得严严实实出发
了。 也许你还未来得及看清他的容貌，他就要
奔向下一家。 寒冬里，当从他们手中接过亲友
亲切的问候、最新的报刊、沉甸甸的包裹时，

请记得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微笑。

张全友：

清理垃圾十九年

生活有了大变化

以前是菜农， 现在是清洁工。 从
1995

年起， 张全友清理垃圾
19

年从
未间断。本报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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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报道了张
全友生活的艰辛，时隔近一年，张全友
的生活有哪些变化？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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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
对张全友进行了回访。

张全友家住河区湖东办事处三
里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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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提到三里店，信阳市民
都知道那以前是个蔬菜区， 随着城市
建设的推进， 三里店现在变成了棚户
区。大多数村民都失去了菜地，开始靠
租房或外出打工为生。 而早上开着三
轮车走街串巷摇铃铛收垃圾，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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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张全友每天的工作。

“要说今年生活的变化，那就是去
年我和老伴儿的低保金每月是

340

元，今年涨到每月
370

元。加上我每月
清理垃圾收取的卫生费，每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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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收入， 能维持我和老伴儿的基
本生活。 不管咋说， 日子比去年强一
些。 ”张全友笑着对记者说。

张全友说，

1995

年， 三里店还属
于五星乡（现为五星办事处）辖区时，

乡里组织张全友等
4

人负责清理三里
店村民每天的生活垃圾。可是，干着干
着其他

3

人嫌拉垃圾脏、累、收入低，

都不干了， 唯独张全友一直坚持干到
现在。“我现在负责三里店社区两个村
民组生活垃圾的清运， 每月收取每户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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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卫生费，还收不上来。主要是
很多租房户不愿意缴纳卫生费。 他们
趁人不注意就把垃圾倒在路边， 不管
收上收不上卫生费，咱都得清理。 ”张
全友说。

在和张全友的交谈中， 记者明显
感受到他家的变化： 原来两间破旧的
砖瓦房被新建的两层楼房取代， 只是
楼房还未安装窗户； 一楼的客厅里添
置了一台冰箱。“几十年的老房子变成
了危房，确实没法住了。孩子们东凑西
借筹钱把老房子给翻新了。 如果靠我
们老两口的能力， 也不知啥时能住上
楼房哟！ ”张全友说。

结束采访时， 张全友的老伴儿对
记者说， 生活的变化还要感谢办事处
和社区的领导。每年春节，办事处和社
区居委会都给我们困难户送来米、面、

油、猪肉、鱼和现金。 平时有啥困难只
要向社区居委会的领导反映， 他们都
会想办法给我们解决。 要说生活变好
了，主要还是国家的政策好，各级领导
时刻想着咱老百姓。

走出张全友的家时， 虽然寒风刺
骨，但记者的心头却暖意融融：只要各
级党委、政府时刻关注、关心、帮扶困
难群众， 困难群众的生活一定会慢慢
好起来。

本报记者王洋马依钒

本报记者张勇

虽然工作很辛苦，陈伟朝依然很快乐。

王健正在认真分拣报纸。

带着大包小包，连启梅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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