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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翻越6座山头，17年跑坏了4辆摩托车

邮递员老路的“最后一公里”

□记者 刘振男 刘晓

17年，6200多个日夜，中
国邮递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然而，59岁的老路却
丝毫不敢懈怠，因为用户对

“变化”的最终体验都要由千
千万万个“老路”来决定。

“每封邮件都有时效，按
时送到用户手中不仅仅是完
成任务，更是一种相互信任
的增值，被人信任的滋味很
爽！”正是靠着这种“滋味”，
17年来，老路与24个村子的
数千村民联系密切。

然而，随着网络的兴起，
邮递员正逐渐在城市中淡出
人们的视线。但在部分交通
欠发达的山区，他们依旧是
人们通讯往来的主力军，用
自己的付出，搭建起了大山
与外界交流的桥梁。

每天翻越6座山
来回行程50公里

老路名叫路云海，济南市历
城区邮政局西营邮电支局邮递
员，一位地道朴实的山东汉子。
个儿不高，敦厚结实，皮肤黝黑，
脸上挂着腼腆的微笑，因为常年
分拣邮件，他的双手粗壮而有
力。每个工作日，他都风雨无阻
地奔波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为
乡亲们送去信件、报刊和包裹，
一干就是17年。

8月上旬的一个清晨，天下
着蒙蒙细雨，记者一行驱车赶到
历城区邮政西营邮电支局。见到
路云海时，他正在打扫办公室卫
生，“支局是早上8:30上班，我一
般8点到单位，利用邮车来到之
前的这段时间，打扫打扫卫生，
再到前台帮助同事处理下日常
邮件，有时候还会指导村民如何
使用自动存取款机。”

一般情况下，运送报刊和信
件包裹的邮车会在每天十点半
左右到达西营邮电支局，在这之
前，邮车全部在济南市邮政局分
拣处待命，待分拣机将所有来到
济南的信件等以“区县”为单位
分类，然后再由人工分拣到最小
的“镇”一级，然后装车拉到各乡
镇邮电支局。

西营邮电支局共有3名邮递
员，每天上午十点半，邮车会准
时到达，路云海便开始和两个同
事一起分拣。受技术限制，目前

“最后一公里”仍要由人工分拣。
西营支局投递辖区共分3个

区段，大家根据每段登记的订阅
报刊进行分拣，分拣好的报纸直
接放到事先划分好区位的方格
立柜上，并对信函加盖“落地日
戳”，这项工作大约需要50分钟
到1个小时。

路云海负责2段共11个行政
村、13个自然村的投递，记者注
意到，尽管每个隔层并未标明收
件区域的名称，路云海还是飞快
地进行着分拣，“这么多年，对每
个地方早熟悉了，不贴名字也记
得倍儿清。”他说着笑了笑，“这
项工作看似简单，可非常考验人
的细心和耐心，一旦马虎，记错
或者放错了地方，就会送错甚至
延误投递。”

上午接近12点，路云海和同
事们分拣完报刊，又去支局领回
了自己片区的快件包裹，饭也顾
不上吃，就把邮件装到摩托车上，
开始了投递之旅。由于地处南部
山区，沿着蜿蜒崎岖的盘山路，路
云海骑着摩托车逶迤而上。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周遭一
片寂静，只有摩托车发动机的声
音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山路时
缓时急，时而陡峭，时而急转弯，
尤其是地面湿滑时，车辆更是难
以行走。记者乘车跟在路云海身
后，不禁为司机师傅捏了一把汗。
而对路云海来说，这算不了什么。
每天他都要奔走在崎岖蜿蜒的山
路上，要翻6座山、奔波50多公里，
才能将邮件全部送到山民家。

每天午饭是俩素烧饼

17年骑坏4辆摩托车

每天中午，老路会在路边的
烧饼店买两个韭菜烧饼当午饭。

“老规矩，两个韭菜馅儿烧饼！”记
者这才知道，自从单位房屋改造
不能做饭后，烧饼和白开水就成
了路云海每天的午餐。这一幕，让
我们想起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
起追过的女孩》中，柯景腾每天早
上从路边小吃店买早餐的镜头。

经过2个急转弯、约3公里的
陡峭山路，我们乘坐的车吃力地
爬上山头，跟随路云海来到了第
一个村庄。村民们看到路云海骑
摩托车经过，都纷纷和他打着招
呼。该村只有一位村民订阅了报
纸，但是家里没有人，路云海便通
过门上的“小窗户”(实际上是村
民为了从里面锁门方便留的方形

洞口)将报纸塞进院子里。送邮件
的间歇，老路会紧啃两口烧饼，
丝毫不敢耽误。

今年59岁的路云海做邮递员
这一行已经17年了。1999年，西营
支局招聘邮递员，生性外向的路
云海觉得这个行当可以到处转
转，就报了名，“刚开始还觉得这
份工作挺有意思，但新鲜劲过去
以后，才知道做邮递员有多辛
苦，工作还特别单调枯燥。”路云
海回忆说，当时是骑自行车翻山
越岭地送信，山里多为土路，一
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路就泥泞
得没法走，只能推着车子爬上
山；下雪天就更难熬了，一结冰，
山路滑得不敢走，自己只能推着
车子一点点向上挪。

慢慢地，随着邮件数量的增
多，自行车已经承载不了沉重的
邮袋，2000年，路云海买了一辆摩
托车作为工具。17年来，路云海跑
坏了4辆摩托车。为了不耽误工
作，他又准备了两辆，一辆工作
一辆备用，这辆坏了换另一辆，
可即便这样替换使用，每年每个
摩托车也至少要换两次车胎。

“没办法，每个邮件都有投
递时效，必须按时按点地送到收
件人手中，我们每天就跟打仗似
的，真是一分钟也不敢耽误。”17
年来，路云海没有请过一天假，
夏天酷暑难挡，太阳把胳膊晒得
都掉了一层皮；冬天寒风凛冽，
漫天飞舞的雪花在山路上狂舞，
但都没有阻止他前行的脚步。感
冒发烧时，路云海拔了吊瓶继续
上班，就为给乡亲及时送去信
件、报刊和包裹。他的足迹踏遍

附近的每一座山头，行程超过了
25万公里。

“虽然每天的工作非常单
调，很枯燥，也很辛苦，但是看到
乡亲们收到邮件时兴奋的表情，
我再苦再累也值了。”路云海憨
厚地笑着说。

冒大雪爬山

为老人送救命药

雨越下越大，路云海停下
车，把随身携带的雨衣披在邮包
上面，又继续工作起来。“下这么
大雨，淋着不难受吗？”记者关切
地问道。“这算个啥，当年还有更
难的时候呢。”路云海说着，给记
者讲起了2005年的一件事儿。

2005年冬季的一天，寒风怒
号，鹅毛般的大雪下起来没完没
了，路云海要上山为拔槊泉村一
位李姓大爷送药。药品是其儿子
从外地邮寄来的，虽然天气不
好，但怕误了老人的病情，路云
海还是冒雪上了山。

拔槊泉村是济南市海拔最
高的行政村，在当地有“小关东”
之称。一路上，狂风夹杂着雪花
迎面扑来，打在脸上就如刀割针
刺般疼痛。走到半路，路云海有
些打退堂鼓，“这要命的天气，根
本没法上山。”但想到山上等待
药品救命的老人，他还是硬着头
皮往前走，当时就一个念头，“不
能耽误了老人的病情。”

路云海冒着大雪继续前行，
由于风大雪深，山路几乎被完全
覆盖，一些地方积雪甚至达到了
70公分。幸好有的地方被旋风吹
走了积雪，凭借记忆，路云海勉
强还能辨清路的方向。艰难跋涉
后，路云海终于到了拔槊泉村村
头，他把摩托车停在村头，步行
赶往李大爷家，当雪人似的路云
海出现在家门口时，老人激动得
热泪盈眶，连声道谢。

然而，当路云海深一脚浅一
脚地走回村头时，几乎找不到被
风雪掩埋的摩托车。下山的路虽
然更难走，但他感觉心里热乎乎
的，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由于雪天路滑，不能空档推摩托
车下山，路云海就骑上车，挂上
一档，双脚踏地，一点一点地滑
行下山。

这仅是1 7年来老路工作
的一个缩影，正是这种无畏的
付出，也让越来越多的用户更
加信任老路，无疑也加重了老
路的工作负担。由于地处山
区，村里的青壮年纷纷进城打
工，村里大多是老人，行动不
便。有时候需要买点生活日用
品、交个电费，只要给老路打
个电话就都给办了。有的退休
干部甚至将退休金账号密码
都告诉了老路，让他帮忙给取
钱。

2015年11月，老路被评为
济南市道德模范。谈起这一荣
誉，老路说：“其实就干了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人与人之间
你相信我，我就相信你，被人
信任的滋味很爽。”

“能为乡亲们做点事儿，

我觉得很欣慰”

每每回想起来，路云海还
是感慨良多。“我为乡亲们做了
应该做的事情，也受到了大家
的鼓励和帮助。”路云海回忆
说，有一次，自己去上罗家村送
邮件，送完刚想走，摩托车轮胎
就被扎坏漏气了。村里一位年
近70岁的大爷看到他车子坏了
没法走，坚持要帮他修补车胎。
大爷非常努力地修补完后，才
发现自己只补好了4个洞中的1
个。“这时村里一位专业修车人
经过，主动帮我把车修好，分文
未收。”路云海动情地说，“其实
只要你付出了，老百姓自然而
然就会认可你。”

17年间，老路的工资由最
初的几百元涨到了现在的2000
元左右，由于保险没有交够一
定期限，单位还为老路办理了
延迟退休。“我身体硬朗着呢，
再干个三五年不成问题。”谈话
间隙，老路总是拍拍胸脯说。

谈起这些年的变化，老路
感受最深的就是服务越来越
方便。“现在通过网络啥都能
办了，各个行政村也都设了便
民服务点，老百姓有什么信件
直接投到便民服务点就可以
了，我们定期去取。但是也增
加了包裹的量，这是以前没有
的。”自从有了快递之后，老路
的摩托车上总是摞着高高的
货物，每天要送三四十件。加
上每天的信件，一天要跑一百
多户。

随着工作量的加大，考核
也越来越严厉。谈起现在最担
心什么，老路脱口而出：“最担
心投诉，也最害怕投诉。”原
来，老路并不是担心自己的收
入会减少，不过新的考核制度
把他和两个同事捆绑在一起
的，一个人被投诉，其他两个
同事也要受牵连。“他们两个
还年轻，我不能因为自己的错
误导致人家收入和评优受影
响。当然，我也不能让用户受
损失，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尽快将邮件送到用户手
中。”17年来，老路保持着西营
邮电支局“零投诉”的记录。

“作为一名邮递员，虽然
很累，但是能为乡亲们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很欣
慰。”说这话时，路云海目光转
向大山方向，脸上浮现出幸福
自豪的微笑。

谈到接下来的生活，他说
自己一个人挺好的，唯一的就
是希望身体还能行，还能继续
自己的邮递员工作。

每天老路要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奔波50余公里，有的路段空无

人烟。 记者 刘振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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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邮邮递递员员的的1177年年间间，，老老路路的的午午饭饭都都是是在在路路上上解解决决的的。。因因为为要要赶赶时时效效，，老老

路路送送信信件件间间隙隙，，挤挤出出三三分分钟钟的的时时间间吃吃饭饭。。 记记者者 刘刘振振男男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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