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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绿信信使使””一一周周收收不不到到一一封封信信
街头邮筒去留问题引起市民关注
本报记者 张浩

当手机、网络慢慢占领人们的通信空间，写

信已经成了许多人心中的回忆。 QQ 、邮件、短

信、快递，各种各样的信息传达方式让街头邮筒

渐渐被冷落遗忘。虽然传递信息的功能已经渐行

渐远，但不少人仍认为，街头的“绿信使”是曾

经通信时代的缩影和记录，也是城市文化中一个

象征性的符号。

一周鲜见一封信，街头邮筒“吃不饱”

22 日下午，在东风街和向阳

路交叉口附近，一个一米多高的

邮筒矗立在公交站牌旁，旁边等

车的人手中摆弄着手机，发短信、

打电话，很少有人朝它看一眼。邮
筒的中间位置上写明了开箱时

间，第一次开箱在上午 9∶00，第

二次是下午 16∶00。

虽然临近圣诞和元旦，但投

信的人并没有因此增加。在记者

等待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
一个人前来投信。记者了解到，在

东风西街和安顺路交叉口附近的

一个邮筒，“有时候一周难见一封

信”。负责该邮筒的投递员徐志刚

告诉记者，如今投信的人越来越

少，他每天两次去开邮筒取信，经

常是“空空如也”。

徐志刚介绍说，因为节日的

关系，有时候也能取到几十封，但

大部分都是贺卡，真正的书信少

之又少。

在月河路附近的一家邮政局

里，记者看到，节日贺卡已摆满了

柜台，旁边的书信却只有寥寥几

封。“柜台平时一天也就二十件左
右。”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日不到

半天贺卡就接了 200 多份，而且
许多单位的信件往来也会直接通

过柜台，并非通过邮筒投递。

邮筒“存亡问题”惹来争辩
22 日下午，记者从潍坊市邮政局

了解到，根据相关规定，每隔一公里

左右就会设置一个邮筒，潍坊市区现
在邮筒数量为 54 个，主要分布在东

风街和胜利街的两侧。据了解，目前
潍坊市区内邮筒每天的取筒量 900

件左右，但数量分布不均，平均每个

邮筒每天承担 16 件左右。比起以前，

邮筒的“业务量”的确是缩减了不少。

在不少市民看来，街头邮筒已经变成

了“点缀”，实际作用已经少之又少，

甚至成为一种浪费了。

但也有部分市民持相反意见。

“手写的文字比电脑打出来的更真

挚。”虽然自己平时不写信，但是付先

生觉得邮筒应该保留下去，有时候过

年过节，想起远方的好友，寄一张贺

卡，更添亲切感。“这也是一个时代的

记忆。”教龄已达 20 多年的张老师

说，每年的教师节他都会收到来自各

地的学生的贺卡，邮筒代表的是曾经

有过的通信记忆。

潍坊市邮政局网络运维部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相比以前，现在写

信的人的确是少了，但是相对于私人

信件来说，公司的商业信件却增加

了。邮筒作为基础公共设施，还在发

挥重要的作用，逢年过节，它也是传

递情意的重要方面，它存在的作用和

意义暂时是无法取代的。

抽样调查：90% 市民通信“不动笔”

22 日下午，谭先生走进月河

路附近的邮政局，把手里的三张

贺卡塞到了邮箱里。“替儿子寄

的。”谭先生今年 50 岁，他介绍

说，十几年前他还写过信，有了传

真和手机之后，他就再也没写过，

“过节寄贺卡都是年轻人的事儿，

年纪大了，打个电话就行了。”

当日，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

了不同年龄段的 30 位市民， 27

位市民表示不写书信，对路边的

邮筒也没什么印象。

“大一、大二的时候还经常

写，后来就断了。”毕业两年的

张艳华现在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

班，她说，刚进大学的时候还经

常的写信给家人，给朋友，分享
一下自己的生活，后来手机、网

络普及之后，信件就越来越少

了。

在潍坊上学的赵孝雷今年

19 岁，在他的记忆里，他只写

过一封信。“那是初中的时候老

师布置的作业。”除了这封有字
数限制的信，他就再也没写过别

的。“有手机和电脑，还写信干

嘛？”

东风街月河路附近的一个邮筒，平时鲜有人注意。 本报记者 张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