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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尼玛拉木翻
越雪山送信件。

图②：尼玛拉木过
溜索。

图③：尼 玛 拉 木
（左）将信送到藏胞手中。

图④：尼玛拉木
（中）在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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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范勇在河南老家珍藏着一
个书包。女儿范婧婧常常把它拿出来
看看，再小心翼翼地放回柜子里。

“舍不得用，那是习爷爷送给她
的。”范勇说。

2013 年农历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中铁十四局北京地铁8号线
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
劳动者。在钢筋工范勇工地上的临时
小家里，总书记关切地询问：“来这多
久了？”“工作稳定吗？”“收入怎么
样？”“家里生活条件怎么样？”

得知范勇的妻子和女儿来了北
京，总书记特意叮嘱范勇一家人：“来
一趟不容易，看看北京的景点，好好

团聚一下。”
看到范勇 6 岁的女儿，总书记送

给 她 一 个 粉 色 的 书 包 ， 还 俯 下 身
子，掬着她的脸颊，大朋友小朋友
相视而笑……

书包虽小，承载的却是总书记同
劳动者心贴心、实打实的深情厚谊。

在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重要指示：
“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

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
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
主力军作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亿万劳
动群众是主体力量。”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

份职业都很光荣。”
…………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一

面五星红旗在 100 多位普通中国人手
中传递。“快递小哥”刘阔就是其中
一个。

三年前的春节前夕，北京前门石
头胡同快递站点，刘阔和同事们遇到

了前来看望他们的习近平总书记。
听说大家年三十才能回家，总书记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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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

《习近平关心

关怀劳动者的

故事》（2022

年 5 月 1 日

《人 民 日 报》

刊发）

“溜索姑娘”

地处梅里雪山和白马雪山之间
的云岭乡，尽是险峰深谷。由于海
拔高、地形复杂，长期以来这里交
通和通讯都不畅，邮政成为许多村
寨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

1999 年，23 岁的尼玛拉木通过
层层选拔，成为一名乡村邮递员。
她服务的云岭乡是一个藏族乡，面
积960平方公里，人口5000多人。人
们的信件、包裹、生产生活用品
等，都要靠邮递员徒步投送。

尼玛拉木的步班邮路路线有 3
条：一条是沿着澜沧江顺流而上，
穿过九曲十八弯的月亮湾峡谷，一
直到 41.5 公里外的明永村，这条路
来回需要行走4至6天；第二条是从
月亮湾峡谷入口直上翻越雪山，经
过海拔 4500 米的雪线，到达雨崩
村，行程约为3天；第三条路线是从
海拔 2400 米的云岭乡政府所在地出
发，先向上走 10 公里山路，到达海
拔4000米的红坡村，平行投递2个村
庄后，再沿着羊肠小道直插海拔1900
米的澜沧江河谷，顺着河谷走 13 公
里，再过溜索到对岸的3个村子。

最后这条路线是3条邮路中最近
的，来回行走50多公里，行程只要2
天，但需要坐溜索横渡波涛汹涌的
澜沧江。“一开始也害怕，可是我必
须过江，不管怎样一定要把邮件送
到。”尼玛拉木说。

做邮递员的头十多年里，尼玛
拉木上千次从溜索上跨过澜沧江，
把党报党刊、信件包裹等送到住在
峡谷深处的藏胞手中。直到 2006
年，云岭乡架起了吊桥，尼玛拉木
送邮件时就再也不用坐溜索了。

云岭的山“一山有四季，十里
不同天”，沿途巨大的气候反差使尼
玛拉木在一天之内感受四季冷暖。
穿着厚厚的衣服经过海拔较低的峡
谷时，浑身都会被汗水浸透；而爬
上海拔 4000 米时，人会缺氧、头
晕、耳鸣，尼玛拉木却不敢停下歇
脚，因为一歇下来，湿透的衣服就
会粘在身上，冰冷刺骨。

背着 15 公斤以上的邮包，面对
高寒缺氧、滑坡、泥石流等的威
胁，尼玛拉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地徒步穿行于雪山峡谷间的邮路
上。为减轻负担，她每次只随身带
点糌粑或烙饼，有时候就着沿途的
小溪喝几口水就把午饭解决了。

从做邮递员之初，尼玛拉木就
知道，乡亲们总是盼着收到来信，
所以邮递员在百姓心中是非常好、
非常重要的。为了这份无声的嘱
托，她克服了所有的艰难险阻。“把
邮件送到村村寨寨，看到乡亲们金
子一样明亮的笑容，我很开心，所
有的苦、所有的累都是值得的。”尼
玛拉木说。

每次出班，尼玛拉木都会穿上
红色衣服。她说，大山里红色最显
眼，有次她发烧晕倒，对面山上的
乡亲就是看见她的红衣服发现了
她，才把她救回家。长此以往，乡
亲们也称她为“红衣信使”。

“不少人问我，生命与信件哪个
更重要？我说，这个很难回答。生
命重要，信件也重要。一旦信件背
到肩上，就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在
尼玛拉木看来，群众把邮件交给

她，就像亲人把信任交给了她，这
是神圣而光荣的使命。

当邮包越来越重时，尼玛拉木
的快乐却越来越多。她觉得，邮件
越多，就意味着乡亲们与外界的联
系越密切，家乡的发展就越快，大
家的日子就越好。尼玛拉木说：“我
生命的意义，已经和雪域高原的漫
漫邮路，和藏族同胞的迫切需要，
紧紧连在了一起，这是我人生价值
之所在。”

“太阳仙女”

尼玛拉木，在藏语里的意思是
“太阳仙女”。在云岭乡，家家户户
都能讲上几段关于这位“太阳仙
女”的故事。

呢农小组村民此里农布的记忆
里，深藏着尼玛拉木在雨中远去的
背影。“那天下着大雨，我打开门一
看，她全身衣服都湿了。”看到尼玛
拉木急着送信来，此里农布赶紧打
开信件，原来是朋友帮他联系好了
工作，时间要求紧，要是晚一点，
他就可能失去一份好工作。为了这
封信件，尼玛拉木早上5时就起身出
发，在崎岖山路间步行了5个小时。

羊 咱 小 组 的 鲁 追 记 得 ， 几 年
前，为了给他及时送达录取通知
书，尼玛拉木连闯3道泥石流，整条
裤子浸满泥浆，可送来的录取通知
书没有半点污损。

尼玛拉木最喜欢送的，就是大
学录取通知书。不过，这个活可不
好干。藏族名字译成汉语后，重名
的学生特别多。比如一个村子可能
有十几个人都叫达瓦，为了找到收
件人，尼玛拉木常常需要满村子打

听，有时候还要去田地里找人。最
艰难的一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
尼玛拉木花了6天，最后在一个高山
牧场找到了正在放羊的考生。

“孩子能走出大山上大学，家乡
就有希望。”尼玛拉木说，她发现，
孩子们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非常
兴奋，都说是她给他们带来了福
气。每当这时候，尼玛拉木就觉得
自己的工作特别有价值。

2011 年 5 月 13 日，“太阳仙女”
的微笑“绽放”在万国邮联。在当
年的万国邮联经营理事会年会上，
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名会议代表
及有关人员通过6种语言同声传译，
聆听了尼玛拉木演讲。尼玛拉木成
为第一个登上万国邮政联盟讲台的
中国乡村女邮递员。

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没有
壮怀激烈的英雄场景，身着红色藏装
的尼玛拉木讲述了自己扎根藏区、服
务藏民的工作经历。尼玛拉木发言
结束时，各国代表们自发地全体起
立，会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掌声。

“那么多国家的代表自发起立，
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的心情
非常激动。但我知道，他们的掌声
不仅仅是给我一个人的，更是给千
千万万像我一样扎根基层、兢兢业
业、默默奉献的中国乡村邮递员
的！”尼玛拉木说。

2018 年 10 月 9 日，在位于瑞士
首都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总部，
会议大厅里响起悠悠的雪山牧歌。
当天是第 49 个世界邮政日，万国邮
联特意将尼玛拉木的事迹纳入到宣
传活动中，还将尼玛拉木的宣传片
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发布，让全球更
加深入地了解邮政，了解邮政普遍
服务。

“太阳仙女”的故事已经传遍海
内外。去年，以她为原型的电影

《信者》上映，感动万千观众。这不
只是尼玛拉木个人的故事，也体现
了中国对邮政普遍服务的高度重视，
展示出中国邮政人忠实履行普遍服
务义务，为保障公民的基本通信权利
作出巨大努力。有网友留言：“全年
包邮，就是最长情的承诺！”

带货主播

“阿称，你家的樱桃今年收成怎
么样呀？”

“五一”前，尼玛拉木走进村民
阿称家里，了解樱桃长势。2017
年，尼玛拉木刚开始做邮乐小店，
阿称是第一个来她这里寄售核桃
的。几年下来，阿称已经成了尼玛
拉木邮乐小店和微店的常驻客户。
通过委托尼玛拉木销售农产品，阿
称的年收入增加了近万元。

从阿称家出来，尼玛拉木盘算
着，现在正是云岭樱桃成熟的季
节，她要先走访调查一下，看看今
年樱桃的品质和产量，等樱桃一成
熟，就赶紧上架到邮乐小店上销售。

“如今的邮路不一样了，可以说
变化惊人。”尼玛拉木说，现在村村
通了公路，去投递邮件可以坐车
了，投递的物品也由最初的电报和
挂号信，变为村民网购的各类商
品。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农村的
邮政物流量越来越大。

“我从小生长在云岭，以前老百
姓去县城卖农产品，要背着沉重的
货物走一天的山路才能到。这些年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大家的日子
越来越好。”尼玛拉木真诚地说，

“现在，我非常想依托邮政自有的电
商平台和资源，为老百姓们再多做
一点。”

打开尼玛拉木的朋友圈，几乎
全是与邮乐小店销售相关的内容。
产品上新时她会第一时间转发“吆
喝”，采摘、打包、邮寄的画面她也
常常分享。从她发布的照片和视频
里，人们可以了解到果园里最真实
的情况。

苹果、李子、桃子、樱桃、石
榴、草莓等原生态无公害的新鲜水
果，牦牛肉、尼西土鸡、酥油、藏盐、青
稞面、野生松茸等特色产品……尼玛
拉木告诉记者，云岭的好物很多。
以往，当地农特产品网上销售难，
主要是因为包装不便、运输时间长
等。如何将云岭好物“又好又快”
寄往全国，成了尼玛拉木闲暇时思
考最多的问题。

“好”，就是要能让客户完好无
损收到产品，首先得质量过硬，其
次就得在包装上下功夫，尤其是鲜
货的寄递。为此，尼玛拉木总结前
期经验，采购了专门的盒子，将农
产品放入后打上气泡柱，以降低鲜
货在运输途中的损坏率。“快”，则
是让产品能及时送达。为了确保产
品当日发出，尼玛拉木与村民约
定，每日邮车发班前一小时要将农
产品送到邮政所。

“好”和“快”都解决了，销售
量该如何提升？在手机上看过直播

带货的尼玛拉木，也学着赶了一把
潮流，当起带货主播。镜头前的
她，穿着邮政的制服，看起来十分
干练。

去年的松茸季，尼玛拉木在直
播间一边展示产品，一边穿插介绍
松茸的烹饪方式，还与粉丝积极互
动。“直播带货效果好，我们卖了特
别多单，全国各地的买家都有。”尽
管忙起来顾不上吃午饭，尼玛拉木
也不觉得累，她只想着，这下又能
帮村民增加收入了，直播带货以后
还要多做。

从 自 己 的 邮 乐 小 店 开 张 ， 到
“尼玛拉木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
再到对着手机学当主播直播带货，
尼玛拉木在帮助乡亲们致富的路上
不断突破着自己。工作室开辟了劳
模爱心邮路，设立了5个爱心邮路免
费收寄点，还能上门收寄特色农产
品，村民足不出户即可将产品销往
各地。此外，收寄点还延伸服务内
涵，为群众免费捎转生活用品。

现在，也有人叫尼玛拉木“樱
桃姑娘”“葡萄姑娘”“松茸姑娘”。
尼玛拉木很高兴，村民们也都信任
她，有时在路上碰见还会问：“拉木
姐姐，你来看看，我家这个东西能
不能上线去卖？”

“体验装已经发出，我们的樱桃
就要上市了！”尼玛拉木充满信心地
说，“今年，老乡们的收入应该会更
多，日子越过越红火。”

“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
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

第一位登上万国邮联讲台的中国乡村邮递员、“全国劳动模范”尼玛拉木：

“一旦信件背到肩上，就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叶 子

时值5月，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
县云岭乡，圆润透亮的红樱桃已挂满枝头。
云岭乡邮政所的藏族邮递员尼玛拉木，正忙
着帮乡亲们，将当季水果、农特产品销往大
山之外。岁序更迭，今年46岁的尼玛拉木
坚守在这里为村民服务已有20余年。

尼玛拉木为人所熟知的，是“溜索姑
娘”这个称号。过去，交通不畅，尼玛拉木

穿行在雪山峡谷地带，多次挂上溜索飞越澜
沧江，为村民们投递信件，因此被当地人
亲切地称为“溜索姑娘”。这些年来，尼玛
拉木坚守山村，从未误过一个班期，没丢过
一件邮件。她先后获得“中国十大杰出青
年”“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全国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2011年5月13日，尼玛拉木
成为中国第一位登上万国邮联讲台的乡村女

邮递员。
如今，偏远山区修了路、架起桥、通了

网，尼玛拉木踏上新邮路。送件之外，她变
成家乡产品代言人，通过邮政电商平台帮乡
亲们卖货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接受记者采
访时，尼玛拉木说得最多的就是：她想要发
挥劳模带头作用，带领乡亲们创收增收、共
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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