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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相华
通讯员 高峰

4日，记者了解到，春节期
间，由于部分社会快递和物流企
业纷纷停业，春节前夕通过邮局
邮递邮件的数量快速增长，这给
本已繁忙的邮件处理工作带来

空前压力，邮件排山倒海般汇集
到处理能力日均达到八十万件
的济南邮区中心局。而处理这些
海量邮件的，正是一个又一个普
通的工作人员，他们牺牲与家人
团圆的时间，甚至连除夕夜都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

30岁的尹建华是济南邮区
中心局的一名包裹分拣员，每
天会有数万个包裹经他和同事
之手发往全国各地。九年如一
日地分拣包裹，让尹建华练就
了一身“快功夫”，他技术娴熟，
平均3秒便能分拣完一个包裹。

晚上10点，尹建华已经连续工
作了3个小时。而45岁的分拣员
张蓉已经在济南邮区中心局工
作了25年，从事着手工分拣信
件的工作。张蓉说，“我们手工
分拣信件的分拣员，要熟记
2700多个地名，平均一分钟要
分拣150封信件，颈椎病和腱鞘
炎成了我们的职业病。”

36岁的司继茁站在操作台
上，眼睛盯着一个个穿梭而过的
包裹，单手迅速地将不同地区的
包裹分拣出来，并拿着PDA扫
描枪快速扫描。2017年是司继茁

工作的第18个年头，“这18年中
有十多年的除夕夜都是在这里
值班。”她告诉记者。

47岁、戴近视镜的三班带
班主任王征看着传送机上缓
缓流淌的邮件，他似乎有些嫌
慢，带头把落在拖盒上的邮件
擎起装车。王征介绍：“春节旺
运以来，我们班组和员工们没
有一个请假，竞赛让我们每一
个员工处在最佳战斗状态，每
班邮件量比平常要多三分之
一以上。”

环形皮带机操作班班长李

宁，一个班次下来，嗓子哑得说
不出话来。王征班组和其他三
个班组一样，将不能上机处理
的大异形邮件人工分拣，一个
班次下来也有五六万件之多，
非常辛苦。但是他们从不叫累，
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干净利落地
搬运处理邮件。

据介绍，春节期间，济南邮
区中心局日处理总量达812412
袋件，突破80万大关；包分机处
理606160件，突破60万大关，处
理总量、包分机处理量和效率
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医医院院更更像像是是家家，，家家反反而而像像旅旅馆馆””
淄博医生“夫妻档”10年间除夕都在医院过

除夕是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也
是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然而对于奋斗在
一线的医护人员而言，能与家人团聚并不容易。
淄博市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的孙庆涛和林美娥夫
妇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默默守护着病人的生命
和健康，在岗位上静静地等待新一年的到来。

文/片 本报记者 马玉姝

没有过节概念
值班已成了习惯

今年55周岁的孙庆涛是北
大医疗淄博医院普外科的一名
外科医生，妻子林美娥是该院
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大年三
十早晨7点40分，孙庆涛和林美
娥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了，
因为年末最后一天的缘故，沿
街商铺大多已经关门了，上班
的路上变得有些冷清，但这并
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心情。“除夕
还是跟平时一样上班，这对我
们来说再正常不过了。我们现
在已经没有了过节的概念，值
班早就成了习惯。”孙庆涛说。

作为普外科里最有经验的
医生之一，孙庆涛责无旁贷被
排在春节值班。“有的年轻人因
为老家比较远，来回不容易，所
以我们就相互顶替一下。”孙庆
涛说，在淄博医院的11年里，这
是他在普外科度过的第10个大
年三十了。而他的妻子林美娥
则是淄博医院工龄最长的大
夫，今年是她工作的第32个年
头了。“从我毕业分配到这里，
几乎每年年三十都是在医院度
过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

‘过节’方式。”林美娥也调侃
说。

早上8点，两人到达各自的
工作岗位，开始与夜班医生就
病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交
接。查房时，孙庆涛认真地询问
每一位病人，并仔细做好病情
记录。大年三十前一天深夜十
二点左右，普外科接到一位突
发性胆绞痛病人，该病人因患
有胆道结石，且结石较多又大，
因此不得不住院接受保守治
疗，等过半个月的观察再进行
手术。孙庆涛对这名病人的病
情也进行了详细询问。

虽然只隔两层楼
夫妻俩碰面机会并不多

“我们在这儿留院值班，最
主要是因为在节假日里很多重
病号回不了家，所以我们得在
这儿监护他们的健康。医院每
天都得有人守在这儿，即便是
不值班，节假日如果急症病号
或者重病人员送过来，我们也
要随叫随到。”孙庆涛告诉记
者，今年春节，病房内还有十五

位病人不得不留院过年。
孙庆涛和林美娥虽然都在

同一座楼里工作，两人之间仅
隔着两层楼，但他们在单位碰
面的机会并不多。“有一次碰巧
我们俩都有台手术，就在楼上
的手术室门口碰见了，也来不
及说话，打了声招呼就急匆匆
地各自工作了。通常情况下，我
们俩是碰不上面的。”林美娥介
绍说。

有时候，即使下了班，夫妻
俩可能也没办法像常人一样安
心休息。2002年春节前夕的一
个晚上，林美娥下班回家，刚走
到小区门口，就接到产房的电
话，称医院接到一位临产孕妇，
她必须立即赶回去为孕妇做剖
宫产手术。“就这样一晚上三个
来回连续做了三台剖宫产手
术，当时外面下着大雪，风都快
把我吹跑了，等到第二次出门
的时候电动车都已经骑不动
了，还是120救护车把我接到医
院的。”林美娥介绍说，“大多数
时间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医
院里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半
小时之内就得赶到。这也是职
业所需，总是要有人付出。”

最亏欠的人是父母
在家从不谈工作

林美娥有一个儿子在澳大
利亚工作，平时聚少离多，一年
到头也很少回家，家里只有他
们两人，“初中就把他送到国外
去念书了，当时也是因为我们
两个在家的时间都比较少，没
法照顾他。”林美娥说，除夕那
天，婆婆会到家里来准备年夜
饭。“我婆婆也住在淄博，虽然
没跟我们住在一起，但除夕那
天都是她张罗年夜饭，等着我
们回家。平时医院更像是我们
的家，家反而像旅馆一样。”林
美娥说。

林美娥的父母在烟台居
住，由于总是忙于工作，一年当
中很少有机会能回家看望他
们，林美娥对父母特别愧疚。

“前几天我妈妈生日，也没办法
回去，只能往家里打个电话问
候一下，今年过年也回不去了，
打算年后再抽空去看看老人。”
林美娥说起老人几度哽咽，“我
觉得还是亏欠老人太多了，应
该多陪陪他们。”

由于平常大部分时间都
在医院，工作压力又大，一旦
休息下来，夫妻俩在家从来不

谈论工作上的事。闲暇之余，
两人会一起去公园散步，或者
到周边的城市做一回“驴友”。

“平时最大的乐趣是散步、爬
山，想换个环境放松一下。”孙
庆涛说。

二十多年没回老家
最怀念热闹的年味

孙庆涛的老家在平度市张
舍镇前疃村，他现在已经二十
多年没有回去过了。近年来，随
着工作压力不断增大，孙庆涛
的“乡愁”也越来越浓。虽然这
次春节没法回去跟老家的亲人
们团聚，但他还是常常怀念老
家过年时热闹的场景。他告诉
记者，除夕那天晚上，老家整个
家族上下几代人都聚在一块儿
拜年，充满了年味。

跟记者说起在老家过年
的情景时，孙庆涛的眼神里满
是兴奋。“除夕那天，我们会在
门楹上挂上家谱，晚上吃过饭
后，全家就会顺着家谱挨家挨
户地拜年，拜一圈下来起码要
走大半个庄，到最后一家的时
候，就已经是初一早上了。那
时候屋里挤满了人，还有好多
在院子外面排队，先到的人家
已经拜了年从屋里出来了，后
来的人还在门外排队。”孙庆
涛说，今年过年兄弟姐妹们也
都盼望着他能回家过年，但由
于工作需要，他还是不得不坚
守在医院。

作为长年奋斗在岗位第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林美娥觉得
自己和丈夫的付出不算什么。

“医院里像我们这样的‘夫妻
档’还有很多。这就是我们的工
作，就像时钟上的秒针一样一
刻不停地运转，不能掉链子，要
比别人付出更多。”

记者了解到，在北大医疗
淄博医院，还有53对像孙庆涛
和林美娥夫妇一样的夫妻搭
档，他们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其中婚龄最长的29年，最短的
在2016年11月份刚刚领证。这
分坚守虽然不易，却是工作所
需，他们肩负着信任和责任，舍
弃了常人所拥有的，放弃了常
人所享受的。

不仅如此，孙庆涛告诉记
者，今年普外科7名医护人员
里，只有3名医生没有值班。“选
择了这份职业，就是选择了这
样的工作方式，就要认认真真
履行职责。”孙庆涛说。

十十多多年年除除夕夕夜夜都都在在拣拣包包裹裹
万家团圆时，不少邮件分拣员仍在坚守岗位

齐鲁融媒 新春走基层

妻子林美娥在妇产科工作。

丈夫孙庆涛是一名外科医生。

虽然在同一个医院工作，但是夫妻俩打照面的机会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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