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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乡村，成为村民
的“收件人”

“翻山越岭、风雨无阻，为
的 是 把 快 递 及 时 送 到 乡 亲 们
手中”

夏日炎炎，骄阳似火，檀世旺开着小车往

村里赶。安徽省石台县，一山连着一山，村子

星罗棋布，一个比一个远。

山 的 那 头 有 什 么 ？ 对 于 53 岁 的 檀 世 旺

来说，那里有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7
年多来，安徽省石台县京东快递营业部站长

兼带车配送员檀世旺，坚守着京东快递在石

台县的乡镇快递站，成为村民的“收件人”，

“翻山越岭、风雨无阻，为的是把快递及时送

到乡亲们手中”。

进村的路，大多只有一条。眼见前方越来

越窄，老檀将车靠边停稳后，决定步行进村。

拎着包裹，不一会儿，他就到了仙寓镇碧潭村

村民陈井录家门口。

“老陈眼睛不好，行动不便，家人又在外

地，我就帮着把快递和他要的膏药和鸡蛋带来

了，省得他跑一趟。”说话间，循着声，陈井录摸

索着走出了门，“来得正好！我这阵子肩颈疼，

正盼着你上门哩。”

这样的家门口服务，老陈并不是独一份。

村里老年人多，“不少人家门口没有门牌号，子

女在外，收快递不方便。有时，他们就直接在

收件人一栏填上了我的名字。”檀世旺说，为了

让老人们能及时收到快递，他竭尽所能地把快

递带进村、送上门。

每天要跑 8 个乡镇、200 公里，平均配送约

300 单……虽然辛苦，但檀世旺乐在其中。在

他看来，自己传递的不仅仅是一件物品，更是

寄件人的一份牵挂和温暖。“有些是给老年人

买的生活用品，有些是给小朋友寄的生日礼

物。当看到他们接过快递的那一瞬间，我也能

感 受 到 那 份 喜 悦 ，再 累 都 值 了 。”檀 世 旺 笑

着说。

扎根乡村，服务乡亲，许多快递员将奋斗

足迹留在广袤田野上。这其中，便有扎根四川

大凉山 20 年的徐峰。“由于地处山区，本地居

民接收快递或者想把东西卖到外面，都要花很

长时间。”徐峰说，德昌县盛产枇杷、桑葚和樱

桃等水果，但因为物流运输不便，很难卖出好

价钱。

“必须把物流体系建起来。”2009 年，徐峰

打定主意后，便与韵达公司进行联系对接，开

办了德昌县第一个韵达快递网点。

送快递，离不开配送车。为此，徐峰专门

买了一台配送车，每天跑到西昌市把快递拉到

县城，再一件一件送到居民家里。很快，徐峰

便跑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

县城的快递线路渐渐通了，可乡镇群众收

寄快递依然不便。于是，徐峰萌生了把快递网

点铺向乡镇的想法。

说干就干。徐峰一边联系快递公司总部、

争取加盟资格，一边寻找物流人才加入团队。

“慢慢地，各个乡镇的快递线路都通了。”徐峰

说，现在快递运输线已经覆盖德昌全部乡镇街

道，许多人加盟到快递业务中来，其中便包括

永郎镇快递网点负责人贺英。

过去苦于没有快递渠道，贺英常常找第三

方快递帮助运输。“不仅成本高，来回寄送也不

方便。”贺英说。今年初，看到贺英家快递需求

量 大 ，徐 峰 主 动 上 门 ，邀 请 她 加 入 快 递 网 点

运营。

加入快递网点后，贺英售卖的水果当天就

能发货，3 天以内就能送达。“把快递网建起

来，才能让电商更好地融入乡村。”徐峰说。

无私奉献，始终把居
民的事放在心上

“ 危 急 时 刻 ，我 必 须 冲 上
去，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下午 4 点，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物流公司园

区内人声鼎沸，对于快递业务来说，这会儿正

是忙碌的时候。卸货、分拣、贴单……赵大荣

忙得汗流浃背，短袖撸到肩头。

今年 39 岁的陕西汉子赵大荣个头不高、

皮肤黝黑，虽然已经是西安东郊一部和咸阳乾

县中通快递的负责人，但依然会参与到快递工

作的各个环节。

除了快递小哥，赵大荣还有另一个身份

—— 汉 中 市 曙 光 应 急 救 援 队 秘 书 长 。 2015
年，他偶然间看到汉中市曙光应急救援队在招

聘，便立马报了名。“阿荣干什么都认真。当时

我们一起参加救援培训，教官讲解救生索的使

用方法，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在那里拿着绳索

一遍遍练习。”作为救援队中与赵大荣一同执

行任务最多的队友，陈宏伟很佩服他。

为了搜寻在山中走失的老人，他的腿都被

蚂蟥咬伤了；2017 年湖南永州发生汛情，他每

天驾驶冲锋舟转移群众和物资；每年夏季，他

与救援队员们都会在汉江边进行长达 50 天的

防溺水值守……至今，赵大荣已参加服务保障

类任务 400 余次，志愿服务时长超 2800 小时。

在志愿服务经历中，赵大荣对一次救援经

历印象深刻。 2021 年 7 月，河南发生特大暴

雨。看到新闻后，赵大荣立即与救援队员们商

量，他们只用了 4 小时便完成集结赶赴受灾地

区。在搜救中，有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

工厂的房顶上，赵大荣二话不说跳进水中赶去

营救，最终将老人背上了船。自那以后，他们

一直保持着联系……

危急时刻敢担当，始终把居民的事放在

心上。

午后，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武汉唐家墩

网点，张裕和同事们熟练地将大小不一的快递

件分类，装入不同的袋子中。每装满一个编织

袋，张裕就在袋口下方贴上二维码，再用机器

扫描登记，确认无误后装车发运。

2019 年 3 月，张裕成为湖北顺丰武汉唐家

墩网点的一名快递员，负责每天收取唐家墩街

道 5 个小区的快递。

日 升 日 落 ，转 眼 间 来 到 2021 年 12 月 10
日。当天上午 11 点左右，张裕正要上门收件，

在路过自己负责区域的一个小区时，他听到了

一阵急切的呼救声。他发现一户居民家中发

生了火灾，滚滚浓烟不断冒出。阳台上，有人

在急切地呼救，怀里的孩子不停地哭着。

张裕当即丢下电动车，毫不犹豫地冲了

过去，救出了一家三口。人们对张裕竖起大拇

指，但他只是默默地骑上电动车，继续到附近

单元楼收送快递。“危急时刻，我必须冲上去，

这是我该做的事情。”张裕说。

其实，对于张裕来说，见义勇为并不是偶然

的。平时的工作中，他就始终想着小区居民。

收送快递时轻轻地敲门；记住住户下班时间，等

住户一到家，他就及时地把快递送到……

辛勤付出，与村民共
同创造美好生活

“快递物流畅通了，乡亲们
卖农产品更方便了，这是最让
人高兴的事”

2016 年的一天，阳光正好，微风阵阵。徐

峰在一次快递下乡调研中，偶遇了 40 多岁的

昌州街道六所社区居民石文红。

“她看到我在用手机操作电商平台，便主

动凑了过来。”徐峰回忆，随后石大姐特意把他

拉到身边，详细询问如何通过智能手机做电

商。在大凉山的太阳底下，二人聊得仔细。

“不少村民对电商销售感兴趣，但是不知

道该如何使用。”那天的事情引发了徐峰的思

考：把东西卖出大凉山，光靠一个人的力量不

行，必须一手建电商

网 点 ，一 手 搞 电 商 培

训 。 于 是 ，他 开 始 探 索

“快递+电商”融合发展模式，

并投资 140 多万元建立德昌县

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开展免费电商

培训。

2016 年 12 月的一天，德昌县创新创

业孵化中心的培训教室里，学员们踊跃发

言。“哪个平台最好用，门槛低？”“怎么在平台

上推广咱们的农产品？”“水果的快递包装有哪

些注意事项？”徐峰对学员们的提问逐一详细

解答。

“从 2016 年至今，德昌县创新创业孵化中

心已经开展培训 100 余场次，参训人数超过

4000 人次，吸引 40 多家企业入驻。”徐峰介绍。

知识进脑袋，服务进田头。2020 年，赵大

荣接手了中通快递咸阳乾县网点。

“以前，乡亲们都是把苹果拉到镇上或者

县里卖，非常不方便。”赵大荣说。访农户、问

需求，赵大荣与网点同事用两个月时间在乾县

建设了 18 个乡镇末端网点，还对原有的乡镇

和农村网点进行了升级改造，让每个网点都有

专门的揽收区域和分类货架。

“在水果销售旺季，我们把快递车开进田

间，农户摘了水果后就地打包发货，两天左右

就能让各地的消费者吃到乾县的新鲜水果。”

赵大荣说。

乾县临平镇姜村村民侯照齐家里种着 7
亩苹果，快递进村帮了大忙。“我家的地比较分

散，以前，果商不愿意收小地块的苹果，每年光

雇人采摘和运输就得花七八千元，现在快递车

开到地头，每年能节省成本 1 万多元。”侯照齐

高兴地说。

“如今，快递物流畅通了，乡亲们卖农产品

更方便了，这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我要继续干

下去，努力干到最好。”赵大荣说。

图①：檀世旺（左）在揽收快递。

受访者供图

图②：徐峰在查看快递分拨情况。

本报记者 王永战摄

图③：赵大荣（右）在为村民讲解甜瓜包装

技术。 受访者供图

图④：张裕在分拣快递。

本报记者 吴 君摄

““快递小哥快递小哥””是最辛勤的劳动者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

风雨无阻不怕累风雨无阻不怕累 快递送达千万家快递送达千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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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快递小哥”工作

很辛苦，起早贪黑、风雨无阻，越是节假日

越忙碌，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

者，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

近日，由国家邮政局和中华全国总工

会指导的“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第五

届“中国梦·邮政情 寻找最美快递员”活

动举行，10 名“最美快递员”个人和 3 个团队

受到表彰。这些快递员“美”在哪里？他们

有着怎样不平凡的故事？本报记者走近其

中几位“最美快递员”，感受他们身上的奉

献精神，记录他们驰而不息的奋斗故事。

——编 者

从不足 100 亿件到突破 1000 亿件，快递业

务量连年增长；国内快递服务平均时效从一周

缩短到 48 小时，配送速度越来越快……这“一

增一快”的背后，是一支庞大的快递员队伍的

默默付出，正是他们每天风雨无阻、穿梭大街

小巷，才让物流体系充满活力。

快递员们像勤劳的小蜜蜂，用他们辛勤的

劳动为大家的生活带来便利；也如同一颗颗闪

亮的螺丝钉，拼接出一幅新时代欣欣向荣的奋

斗图景。

浓烟滚滚中救出一家三口的顺丰快递小

哥张裕、扎根四川德昌 20 年的韵达快递小哥

徐峰、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 2800 小时的中通

快递员赵大荣……他们是新时代的奋斗者，也

是新时代的创业者，更是新时代的追梦人，用

实干和拼搏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人们在为“最美快递员”所感动时，也在不

断思考何为“最美”？快递员们用他们的实际

行动给出了答案。新时代新征程，心中有梦

想，肩头有担当，手上有干劲，脚下有方向，相

信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的快递员们一定能

涌现出更多“最美”！

实干拼搏，书写不平凡
韩 鑫

■快评R

8 月 9 日，刚从江西财

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毕业

的赵晨壁，正在中国工商

银行深圳分行写字楼里与

客户洽谈业务。5 个月前，

赵晨壁在毕业找工作时，

学校组织他参加“宏志助

航”就业能力提升培训，培

训的老师手把手教他整理

求职信息、提升口头和文

字表达能力等。培训结束

后，赵晨壁参加了不少公

司的招聘，最终被工行深

圳分行录取。今年，江西

省内有不少像赵晨壁这样

的毕业生，通过就业能力

提 升 培 训 获 得 了 就 业

机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江西举全省之力，做好高

校困难学生就业工作。江

西省委省政府多次专题部

署督导，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组建就业专班，重

点 紧 盯 49 所 毕 业 生 超 过

4000 人的高校，分校分类

建立省级帮扶台账，以清

单制、台账化管理，实时督

促各高校推进困难毕业生

就业帮扶工作。各高校普

遍建立困难毕业生就业帮

扶台账，实行“一人一档”

“一人一策”，摸清每一名

困难毕业生的基本情况、

择业方向、择业区域和择

业意向，及时提供帮扶。

针对困难毕业生在求

职 就 业 等 方 面 存 在 的 短

板，江西扎实开展就业能

力提升培训。今年以来，

全 省 对 3600 名 困 难 毕 业

生进行集中培训帮扶，举办 9 场“宏志助航”专场招聘会，

根据参训毕业生就业需求，精准推送有效岗位，累计提供

岗位 7.96 万个。

江西畅通各类登记求助渠道，加强对离校未就业困

难毕业生帮扶。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困难毕业生兜底帮扶

机制，对确实难以就业的困难毕业生，通过公益性、过渡

性岗位进行兜底安置，让有就业意愿的困难毕业生也能

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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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守望守望··特别策划特别策划R

夏日傍晚，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道海路 1 号院南侧

的东虹园里游人如织。这个口袋公园，远看是一座多功

能运动场，走近了才发现俨然一座小巧精致的苏式园

林。白墙青瓦间，芭蕉摇曳，回廊小径旁，竹影斑驳……

“在这里锻炼，是一种享受。”家住附近的市民李林说。

近年来，在苏州的街头转角、交通节点、高架桥下、闲

置地带等各处，一个个“园林式”的口袋公园既满足了居

民的休闲需求，又将城市装扮得古色古香。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局长曹光树介绍，苏州园

林大多处在围墙内，在推动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苏州因

地制宜推进“园林外移”，让苏州园林的造园理念与艺术

走出围墙，服务于城市绿化、居住区环境的建设与改造。

走进位于广济路与上塘街交叉口的双亭园口袋公

园，飞檐翘角的亭台、精致典雅的花街铺地、造型别致的

太湖石，让人眼前一亮。设计者颜轩挺是一名资深园林

设计师，“最大的难点是既要营造出古典园林的优雅意

境，又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休闲需求。”

为此，颜轩挺在设计中融入各种园林要素，园内漏窗

样式参考沧浪亭，月洞门的设计灵感源自拙政园。他还

设计了一片面积达 290 平方米的牡丹花海，把这座口袋

公园打造为一个牡丹品种专园。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四级调研员向华明说，“园

林外移”不是简单地把亭台楼阁、轩榭廊舫等园林要素搬

过来，而是要因地制宜运用传统造园手法，让苏式园林的

古典韵味融入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里。

今年 56 岁的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

部经理张喜平，是一位有着 30 多年造园经验的老师傅，

曾参与可园、网师园、狮子林等知名园林的保护修缮工

作，主持参与完成重点仿古建筑工程 10 余项。最近几

年，他参与了苏州古城区不少口袋公园的建设。

“园林式口袋公园的建设，每一处细节都是极为讲究

的。”张喜平说，“仅木材面广漆的施工，就要经过清灰、撕

缝、打磨、刷色漆等十几道工序。”

位于苏州市体育场西侧的环体路小游园改造工程，

由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设计师缪珊珊主导，“场地只

有几百平方米，很狭长，空间小，容纳不了太多园林要素，

得在意境营造上下功夫。”

缪珊珊决定在场地内的一口古井上做文章，并利用

多层次植被组合和高差设计营造更加幽静的环境。晚霞

之下，居民在古井边打水洗衣，四周姹紫嫣红，处处古朴

雅致，一幅惬意的生活图景跃然眼前。

今年，苏州将新建及改建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 230
个，新增及改造绿地 210 万平方米。以古典园林为底，以

千年古城为核，如今，一个“处处皆景，城在园中”的“公园

苏州”正呼之欲出。

江苏苏州——

融入园林要素
建好口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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