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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乡村邮递员徐西国入选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2255年年翻翻山山越越岭岭 邮邮路路绕绕赤赤道道1155圈圈

在近期中宣部公布
的第一批50名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中，下港乡邮
递员徐西国入选“全国岗
位学雷锋标兵”。25年来，
徐西国奔波在崎岖山路
上，行程60万公里，算起
来绕地球赤道已经15圈，
投递报刊310万份，邮件
27万件，接发邮袋18000
余袋，骑坏3辆自行车和3
辆摩托，没有出现一次客
户有理由申告。

扛着自行车翻山沟

站山头喊“收信”

“我从小就对邮递挺感兴趣
的。”徐西国今年43岁，身着绿色
邮政制服已经是25个年头。让他
早早对邮递产生爱好的原因，是
因为自己的父亲也是一名邮递
员，那身穿梭在山头地间的绿装
是他最痴迷的向往。1990年7月8

日，经向邮电局申请同意后，徐西
国正式成为岱岳区下港乡一名乡
村邮递员，接过了整整工作33个
年头、因患病已无法从事正常邮
递工作父亲手中的投递车，开始
了他自己的邮递员生涯。

徐西国所在的下港乡，版图
面积155平方公里，辖34个行政
村、182个自然村、531个居民点的
纯山乡，境内拥有大小山峰200

余座，全乡1 . 1万户居民、4 . 2万村
民就象繁星一样点缀在大山深
处的沟壑之中。徐西国每天的投
递工作就是在这崇山峻岭的环
绕里行走，及时把信件、包裹和
报纸送到用户手中。刚参加工作
时，徐西国骑着自行车，背着邮
件包，到处去送邮件，有时候为
了把一封信件能及时送到居住
偏僻山顶的住户家中，往往要在
山路上环绕好几圈，才能迂回走
到山顶。

“扛着自行车翻山沟、攀山
梁是常有的事”。徐西国说，有些
山上根本就没有路，只能蹚着酸
枣树和荆棵往前走，腿上扎满了
刺、胳膊刮出了血口子是常事。
最让人沮丧的事情，就是找到收
件人家后发现家中无人。徐西国
知道户主到邻近山岭上去干农
活了，就站在山顶对着四周的山
头，用双手合成喇叭筒，大声呼
喊着收件人的名字。

骑车带满包裹

崩断自行车链条

2002年夏季的一个阴雨天，
当徐西国骑车经过狭窄的乡间
小道时，由于路滑，一不小心，滑
到了四五米深的玉米地边沟里，
摩托车重重的压在身上，非常庆
幸的是只是摩托车的排气管把
他的腿烧伤，徐西国硬是穿着拖
鞋上了半个月的班，没有因为伤
情请一天假，休一天班。直到现
在他的左脚经常习惯性的扭伤，
脚面依然留着伤疤。

1998年以前，运送邮件的专车
还不能直达下港乡的邮局驻地，
徐西国的重任之一就是每天中午
12点半准时出发，骑自行车走30多
华里到另外一个镇上接送“专
车”，把“出口”的邮件带出去，再

把“进口”的报刊、邮件驮回来。如
果邮车晚点，等他返回邮局的时
候，已经是万家灯火、满天星斗
了。有一次接站取了邮件后，刚走
到半路上爬坡处，由于驮回的包
裹重，导致自行车链条难以承受
超载运行断成两截，而此时已经
天近傍黑了，徐西国只好推着自
行车步行10多公里回到邮局。

事实上，邮递工作不仅是累
活，还是急活。因为有铁的规定，
接邮车必须是人等车而不是车
等人，每天徐西国都是提前两个
小时出发，做着最坏的打算，既
便是出现自行车坏了的情况，步
行到达接站点也不会误点。

“早前，车是到不了我们下
港的，我得骑车子到十几里外的
黄前去接。”徐西国说。由于两个
乡镇都位于山岭地区，十几里路
不仅坑洼不平，还有很大的坡
度，徐西国只能边走边推。在前
前后后接站的10年间，他从未因
父亲住院、女儿生病等家庭原因
出现晚点和误事。直到邮车直达
下港后，这才结束了徐西国这段

“奔波史”。

老乡急用农药

他扛起来就送

在下港卫生院，下港卫生院
也由原来的一份《齐鲁晚报》增
加到现在的26份，为了让订户收
看及时，徐西国分别将报纸送到
一楼和二楼的八个科室，同时就
杜绝了报刊的丢失，极大地方便
了订户，也形成了固定订户。

同样是在乡机关大院的30

多个部门单位所订阅的各种报
刊和杂志，本该由机关传达室负
责收分和发放，也是由他直接送
到每个办公室。“每一个订户是
带着对邮政的信任来订的，不能
让订户失望。”徐西国说。

马蹄峪村是徐西国“管辖”
服务的一个纯山村，七沟八梁十
三岭是这个村的真实写照，全村
百十户人家零星点缀在一个五
六里长的马蹄型山坳里，以盛产
板栗、山楂、桃杏等干鲜果品为
主，果树品种多，果园面积大，果
农需求的优质化肥和农药自然
就多。从河北退休返乡的尹绪忠
老人承包了集体的500亩果园和
荒山，自从邮局开办物流业务
后，徐西国没少往老人所在的山
上跑。有一次老人急急地打电话
给他说急需一箱农药，他不顾烈
日当头，冒着37度高温，背着农
药徒步走了40多分钟的崎岖山
路，为老人送到家中。当尹绪忠

老人看到被汗水浸透衣服的徐
西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直夸
徐西国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
伙计”。

送回关键模具

给企业救了急

下港乡很多青壮年都外出
打工，家中只留下老人。徐西国
就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
凡有大事小情，一个电话他就上
门服务，不单为他们送信、送报、
送汇款单、送化肥农药，还替他
们发信、发快件，订报纸、取包
裹，甚至是读家信。姚玉同老人
从黑龙江退休后回到下港老家，
独居在下港村村北的果园里，徐
西国见老人年纪大了，就主动承
担起为老人领取退休金的义务，
每次去送钱时还帮老人做做家
务活，陪老人聊聊天，时间久了
两人成了“忘年交”。

2009年8月上旬的一天，一辆
货车将下港一家公司的生产模
具丢失，因为丢失的模具是当下
生产急需的，而且事关一批产品
的销售合同和信誉，货车司机到
厂发现丢失后，立即驾车原路返
回找寻未果，于是急忙向车间主
任作汇报。车间主任也不敢隐
瞒，随即向公司经理如实汇报，
公司经理闻听此讯，一边组织人
员沿路查寻，一边安排相关科室
落实补救措施。

而当时正驾乘摩托车开展
投递业务的徐西国，发现了货车
上掉下的一个生产模具，因为此
前和该公司有业务往来，徐西国
判断是该公司的丢失物，投送完
报刊信件后赶到了该公司，怀着
对徐西国的感谢和邮递员的信
任，该公司第二天就跟邮政签署
了邮政代发公司员工工资的协
议书。

妻子哭着打电话

孩子保不住了

2008年的正月二十二，是徐
西国痛心难忘的日子。上午10点
半左右，他接到已经怀孕5个月
妻子的电话，感觉身体不适，他
随即赶回家陪妻子去乡卫生院
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已经出现流
产症兆，建议立即去县医院作保
胎治疗，事不宜迟，他立即打电
话叫来妻妹乘车同去县医院。

12点左右，经过检查，在给
妻子打上吊瓶后，想到手头上还
有工作没有做完，只好留下妻妹
照顾妻子，因为家中还有上学的
女儿，病重的父母，打算第二天
如果情况好转，就接回乡卫生院
治疗。第二天上午11点妻子打来

电话时，他正在投递途中，妻子
哭着对他说，孩子已经保不住
了，医生让签字做手术。

当他赶到医院含泪签上名字
时，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做完手
术已经是4点多了，他在医院守护
着妻子，整整一个晚上他都没有
合过眼，想了很多，如果不是妻子
照顾病重的父母，如果不是料理
繁重的家务，如果不是自己总那
么忙，能替妻子分担一些家务，也
许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我有时候也是不理解他，邮
递员的工作有什么好，起早贪黑
不着家，工资还没有人家出去打
工的多。”徐西国妻子李荣美说，
不仅是收入不高，上中学的女儿
和父亲的关系也很生疏，自己多
次提议徐西国换个工作，可是全
被拒绝了。“后来我看大家都在说
他好，都很认可这份工作，慢慢地
我也改变了想法，既然是有意义
的工作，就应该坚持下去。”

投递25年

行山路60万公里

“我最远去过济南市里，还是
去年开会学习的时候去的，平时
基本上不去泰安市里，主要是平
时工作太忙，出不了远门。”徐西
国说。

在25年邮递生涯里，徐西国
行程60万公里，赤道的周长是4万
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5圈。他
先后骑坏了三辆自行车，而他现
在的座骑——— 摩托车也已经更换
了三辆了，刚刚骑了一年多的摩
托车，里程表上早已突破了五位
数。25年里，他投递报刊310万份，
邮件27万件，接发邮袋18000余袋，
没有出现一次客户有理由申告。

“邮递工作需要一些方法和
技巧，徐西国在这方面一点不给
我们保留，向我们传授了不少宝
贵的经验。”同事李培富说，现在
邮政业务种类比较多，有时候大
家分拣报纸来不及时，徐西国都
会将其他人的报纸分拣好。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朴实
厚道的人，无论是刮风下雨都耽
误不了他工作，也是基于这种信
任，我们把村委的钥匙给他配了
一把，方便他投递。”赵峪村委工
作人员徐西来说。

正是赢得了社会和群众的一
致好评，徐西国先后被评为“全国
邮政系统先进个人”、“泰山先锋
优秀共产党员”，获得“山东省好
人之星”，荣登“中国好人榜”，获

“全国敬业奉献好人榜”等称号。
在近期中宣部公布的第一批50名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中，入选“全
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成为邮政系
统唯一获此荣誉的个人。

徐西国在山路上骑
行。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徐西国将报纸放到农户的家里。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徐西国在分拣报纸。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本报记者 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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