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甘皙

“工作一天，我就要按时把快件送到

村民手中。”近日，常德市劳动模范、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湖南省石门县分公司壶瓶山支

局投递员杜登文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对记

者说。

纯朴的话语，一如他在山区邮路上的执

着坚守。

33 年间，天梯上、吊桥上、险滩旁……

壶瓶山区的崇山峻岭中总能看见杜登文身

着绿色工装的身影。他把青春献给了这条

邮路，也见证了这片大山的改变。

今年，杜登文已经 57 岁了，还有 3 年

就要退休，但他依然奔波在这条熟悉的邮

路上……

“路是人走出来的”

1990 年参加工作后，壶瓶山步班邮路

中岭投递段一直是杜登文负责的区域，这也

是当地最难走的一条路。整个投递段全长

180 公里，有 50 公里需要步行，有“肩上邮

局”“索桥邮路”“天梯邮路”之称。

当时，许多乡村不通公路，也不通电

话，直线距离几百米的两地，却要翻山越

岭、过桥蹚河几个小时才能到达。杜登文

只能背着邮包步行投递邮件，他周一从壶

瓶山支局出发，周五返回支局，一路上风餐

露宿。

夏天，走在宽宽窄窄被晒得滚烫的石板

路上，杜登文身上的工装湿了又干、干了又

湿，皮肤不仅被晒得黝黑，还一层层地脱

皮。冬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再遇

上大雪天，一不留神就会滑倒，半天都爬不

起来。

邮路沿途人烟稀少，几公里也看不到

一户人家，杜登文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

嚼随身携带的干粮，累了就坐下吸根烟解

解乏。

走在这条漫长的邮路上，杜登文不仅要

克服孤独寂寞，还要攀爬一段天梯。

水 桶 寨 天 梯 是 这 段 邮 路 的 必 经 之

路。所谓天梯就是在悬崖峭壁之间，连接

两座山的一截木梯，虽然木梯全长只有 24
步，但垂直角度接近 90 度，左边是峡谷，

右边是峭壁，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天梯上

下共有 5 个行政村，近百户村民，杜登文

每月至少要 4 次背负 50 斤~60 斤的邮袋在

天梯往返。

“怎么会不怕？不过路是人走出来的，

想想山上有等着邮件的村民，时间长了也就

不怕了。”杜登文对记者说。

有一年的腊月二十八，官查村村民张启

道的儿子寄来了 50多斤年货。为了让老张

过个好年，杜登文背上包裹向 15 公里外的

张启道家走去。眼看快要到目的地了，险峻

的道路让杜登文脚下打滑，从 30 多米的山

坡滚了下去。但是他一直紧紧抱着包裹，没

让包裹受一点儿“伤”，自己的后背却被擦掉

了一大块皮。

33 年来，奔波在这条乡村邮路上，杜登

文没请过一天假，也没有延误过一封邮件。

“能帮一点算一点”

过去，大山里信息闭塞，电视、广播信

号差，报刊和信件是村民们了解外界最重

要的渠道，邮递员也就成了大山与外界联

系的桥梁。

“天坪村，郭春龙，20 斤米；梅家村，廖

宜欣，两包复合肥……”在杜登文的邮包里，

放着一本“邮差笔记”，“谁家需要什么，我都

记在本上”。

邮路上的村子距离壶瓶山镇有几十公

里甚至上百公里路程，山区交通的闭塞给

村民带来诸多不便，杜登文便义务当起了

“代购”。帮乡亲带的东西多

了，他的邮包也由一个增加到

了两个，乡亲们都说他的邮包

是行走的小药箱、针线包和杂

货铺。

不仅如此，杜登文还拿出

自己微薄的工资帮扶山里的

困难户，把爱心撒满邮路。

壶瓶山敬老院是壶瓶山

镇唯一一座敬老院，住着 38位

孤寡残疾老人。杜登文每次

给敬老院送报刊，都会停留一

段时间。除了帮助打扫卫生，

还会和老人们拉拉家常、给老

人们读读报纸。了解到敬老

院里的食用油不够用了，他还自掏腰包购买

食用油和大米送给敬老院。

官茶村的学生于双林，爷爷、奶奶和爸

爸常年重病，小双林既要完成学业又要承担

照顾家人的重任。杜登文在送报途中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不仅在送报时主动帮小双林

分担家务活，还定期给他 50 元~100 元补贴

家用。在于双林辍学后，杜登文还资助他重

返学校。

“能帮一点算一点。”杜登文说起这些年

帮助过乡亲们的事儿，语气里有些不好意思。

村民“最亲的人”

“做乡邮员苦，做石门山区的乡邮员更

苦，做壶瓶山的乡邮员苦上加苦。”这是流传

在石门县乡邮员中间的顺口溜，先后有六七

个邮递员在这一地区工作过，但没有一个能

坚持下来，除了杜登文。

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微薄的工资收

入，杜登文也曾退缩过。但每当看到乡亲们

一张张满怀期盼的脸，看到他们收到邮件后

的满脸幸福，他就看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对杜登文来说，更重要的是乡亲们那份

沉甸甸的情谊：“乡亲们对我特别好，一去送

邮件，就招呼我吃饭。”

日积月累，杜登文成了村民们“最亲的

人”，他们之间也如家人般信任。村民忙活

一年赚的钱都敢放心地交到他手里，让他带

着银行卡和密码去镇里储蓄。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的完成，乡村振

兴战略和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石门县村村

通了公路，一些偏远村的村民也通过易地搬

迁安置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居住。杜登文的

工作也从此前的步班变成了汽车班，邮路也

在不断延长。

2022 年，杜登文负责的邮路由原来的

往返 50 多公里，延长到了 135 公里。虽然

邮 路 长 了 ，但 用 邮 速 度 和 妥 投 率 却 提 高

了，杜登文的投递班期也由原来的一周一

班改为一周五班。

“以前我梦想能骑摩托车跑全程邮路，

现在梦想不仅成真了，还开上了汽车。”谈

起壶瓶山这些年的巨大变化，杜登文感触

颇深。

杜登文告诉记者，退休后，他打算继续

留在山上生活。这里的乡里乡亲和一草一

木早已让他难以割舍。

赵春青 绘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专攻“卡脖子”难题专攻“卡脖子”难题

本报记者 陈华

从一名职校生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徽省

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带头人，27岁的邱军强用技能擦亮人生

实现逆袭。

2014 年，18 岁的邱军强从安徽省宣城市工业学校毕业，

成为江南泵阀车间里的一名学徒工。

邱军强出生于农村家庭，在职高学习的是现代农业技术

专业，虽然没有高学历，但他一直相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

作为工厂新人，半年的学徒期里，他每月只能拿到 600
元，伤手、烫伤、皮肤皴裂等情况时有发生，很多同学都劝他放

弃走技术道路，到外地谋求更好的发展，但是，性格倔强的他

却想在技能路上干出名堂。

他不仅虚心向师傅学、向同事请教，还在业余时间参加函

授培训，在安徽广播电视大学获得了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大专

学历。夜晚，当别人通过上网、K 歌、玩游戏等进行娱乐消遣

时，他却一头钻进书海，孜孜不倦地学习泵空化基础、泵流体

力学等理论书籍。

一次次“充电”为邱军强在工作中的持续创新打下了基础。

在研发隔离套车用夹具过程中，他经历了数次失败，但依

然屡败屡战，在原有的锥度套上切割出了一条一条的空间格，

释放锥度套膨胀和压缩的空间，使隔离套的加工良品率提升

到了 99%，成功解决了磁力泵“跑、冒、滴、漏”难题。后来，研

究成果“基于大型脱硫脱硝离心泵节能降耗关键技术研发与

应用”让他获得了 2019年安徽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2019 年，为进行技术研发，他对脱硫脱硝行业机械技术

进行了系统探索，同时对案例模具结构进行全面研究分析。

在那段研发的日子里，他反复试验，甚至开启了“昼夜奋战模

式”。经过数次打磨，他对原有技术进行改进，创新推出多向

模压成型技术，在创新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9年来，在企业科技攻关中，邱军强取得了降低化工泵振

动烈度的轴承改进工艺等 4 项发明专利，并和团队一起研发

出 ZBF 高吸程耐腐耐磨自吸泵等 6 项新产品。其中，CMB、

FMT两项新产品近两年为企业新增经济效益 956万元。他的

绝活“机械加工”入选 2021年“长三角百项工匠绝活”。

别人问邱军强为什么这么拼，他笑呵呵地回答道：“解决

了一个个泵阀产业的‘卡脖子’难题，自己睡觉都更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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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世光 本报实习生 夏慧怡

“剪刀不只是工具，更能赋予一张纸艺

术生命。”这是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刘卓打磨

剪纸技艺 26年来的感悟。

年幼时因为接触而喜爱，长大后因热爱

而痴迷，成为教师后这份痴迷又变成了一份

传承的责任。如今，刘卓将更多的尝试和思

考融入剪纸艺术，让剪纸元素融入日常器

物，也让更多职工接触剪纸，感受剪纸魅力。

与剪纸结缘

刘卓与剪纸结缘，离不开妈妈和姥姥的

启蒙。刘卓的母亲是一位幼儿园老师，从小

就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刘卓的姥姥是黑龙

江省方正县人，剪纸是当地的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几乎人人会剪。

幼时的刘卓被剪纸深深吸引，每当姥姥

剪出一串手拉手的小人形象哄他，他就会立

刻停止哭闹。

懂事后，刘卓开始学习剪纸技艺。小学

时，他利用课余时间练习剪纸；初中时，为了

能更好地学习剪纸，他每天放学后步行回

家，省下车费用来购买剪纸书籍反复钻研。

高中时，刘卓“一战成名”，凭借剪纸作

品《金鸡报晓》获得全省校园艺术作品大赛

一等奖。随后，刘卓得到了国内多位剪纸艺

术家的指点。

这份对剪纸的痴迷一直在延续。2012
年冬，刘卓到故宫博物院参观，一个青花瓷

瓶引起了他的注意。以青花瓷为灵感进行

剪纸创作的想法在他的心里萌发。

之后的 5 个多月里，他把自己关在工作

室里潜心研究青花瓷纹饰的演变。为了节

省时间，他经常饿了就吃一包泡面充饥，那

段时间，他吃完了 9箱泡面。终于，刘卓创作

出了第一幅青花瓷剪纸作品。

目前，刘卓已创作出22幅富有视觉立体感

的青花瓷系列剪纸作品，实现了剪纸艺术的突破。

不放弃任何一位学生

乘着国家大力倡导传统文化进入高校

课堂的东风，加之在大学期间的优异表现，

2012 年，刘卓从绥化学院毕业后，作为特殊

人才留校任教，成为艺术设计学院的一名老

师。他的选修课在学校一直“人气爆棚”，他

主讲的《中国剪纸》慕课获评省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在国内 20余所高校开讲。

2007 年，绥化学院开办了特殊教育专

业，2013 年开始招收听障大学生，填补了黑

龙江省残疾人高等教育的空白。

不少听障学生也开始选修刘卓的剪纸课，

小郭就是其中的一位。小郭的身体也有残疾，

右手难以伸展，选课后十分担心会“挂科”。

从课间谈心到手把手地教学，“不想放弃

任何一位学生”的刘卓握着小郭颤抖的手，带

着他从最基本的直线、曲线开始了练习。

初学时，小郭总是把作品剪断，但刘卓没

有放弃，小郭也没有放弃。别人 1 小时就能

完成的课后作业，小郭需要三四个小时，为了

剪出合格的作品，他有时会一直剪到凌晨。

2018 年末，刘卓指导小郭完成的剪纸作

品《团花鱼》被推荐参加“龙江情·黑土韵”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高校剪纸展，这让小郭备

受鼓舞。

“我想让小郭感受剪纸艺术的美，更想让

他学会战胜生活中的那些‘不可能’。”刘卓说。

让职工感受剪纸魅力

在交流学习过程中，刘卓拥有了更广阔

的视野。他把剪纸技艺放在 5G背景下，为残

疾人就业、创业搭建平台，他指导学生完成的

相关创业项目在第六届黑龙江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二等奖。

在刘卓看来，剪纸不仅应该出现在窗户

上、美术馆里、宣传画中，也应该出现在家纺用

品、服装和生活器具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些年来他利用各

种机会进企业、访社区、入车间，让更多一线

职工和群众感受到剪纸的魅力。

2022 年，他受绥化市总工会邀请，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指导全市近两万名

职工完成了长 20米、宽 2米的大型剪纸作品，

“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

16个字跃然纸上。

2019 年，刘卓用 4 个月时间指导不同行

业、不同岗位的千名女职工，剪出了千只形态

各异的红色纸蝴蝶，共同完成了 24米的巨幅

剪纸作品《巧手剪千蝶 心向伟大党》。

眼 下 ，刘 卓 正 以

“寒地黑土”为主题开

展 剪 纸 创 作 ，计 划 用

黑白红 3 种色彩，把黑

龙江的冰 雪 文 化 融 入

其中。

刘 卓 赋 能 传 统 技 艺 ，让 更 多 职 工 感 受 剪 纸 魅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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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郑亮

天刚蒙蒙亮，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一师十一团花桥镇护林员夏万林带着一天的干粮，从

团部出发，驱车来到管护区，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为了确保管护区域内没有非法烧树、砍树、捕猎等行

为，像这样的巡护路，我们每天要走 10 公里。”走在整齐排列

的树林中间，夏万林不时停下脚步观察树木生长情况。在他

看来，照料管护区内的每一棵树，就像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2013 年，为有效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十一团花桥

镇挑选了一批符合条件的生态护林员，担负林木日常巡护

和森林防火，夏万林就是其中的一员。

作为土生土长的兵团人，夏万林对防护林有着特殊情

感。“小时候，一刮沙尘暴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回忆起儿时

经历的沙尘暴天气，他记忆犹新，每到春播时节，风沙常常

把职工播种的棉花连苗带地膜掀飞，人们不得不一遍遍补

种。如今，随着十一团花桥镇沙漠边缘防护林区、道路条

田防护林带、城镇绿化林带等治沙防线逐步形成，团镇的

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从以前的漫天黄沙睁不开眼，到如今的满目皆绿，环

境改变的同时，护林员的工作条件也发生着变化。在距离

“沙漠之门”景区 1 公里外，一间红顶黄墙的小院映入眼帘，

这里便是十一团国家级重点公益林管护中心，也是夏万林

和同事护林时休息的地方。

管护中心由 3 间房组成，设备间内各类灭火设备一应

俱全，办公室和休息室里有桌椅和折叠床。“房子是 2021 年

建好的，以前只能在车里待着，现在我们巡护回来也有了

歇脚的地方。”夏万林说。

修枝、放生态水、防治病虫害……这些仅是夏万林工

作的一部分。“除了日常巡护工作，我们还承担防火职责，

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夏万林说，每天巡查过程中最担心的

就是发生火灾，为了防患于未然，除了对防火设备进行常

规检查外，他们还要入户开展森林防火宣传。

“人进沙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沙漠种树成活率越

来 越 高 ，依 靠‘ 沙 漠 之 门 ’景 区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吃 上 了‘ 旅

游饭’……”谈及防护林给团镇带来的变化，夏万林滔滔

不绝。

95后新农人

近日，卞秀会正在种子挂藏室内，观察
水稻新品系样品的穗粒结构。

卞秀会是当地一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的种子质检员，也是企业的大学生骨
干职工。不久前，卞秀会获评江苏省扬州
市“最美产业工人”。

这两天，卞秀会穿梭于百亩返青的小
麦试验田之间，如实记录 160多份不同品
系麦苗的长势情况，用专业技能谱写“最美
产业工人”迎春曲。

2019年7月，卞秀会大学毕业后，被苏
州一家医疗企业录用，待遇丰厚。但“农二
代”卞秀会一直想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家
乡做些事情。看到扬州市扬子江种业有限
公司招聘种子质检员的信息后，她果断跳
回“农门”，成为扬州返乡大学生农业生产
领域最年轻的产业工人。

“我要用一粒粒好种子帮助更多农民
增加收入。”卞秀会看着身后的试验田信
心满满。

33年来，杜登文肩扛邮包过吊桥、涉险滩，将爱心洒满整条邮路——

天 梯 信 使

杜登文在中岭投递段送件途中。 受访者供图

本报通讯员 庄文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