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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师傅，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

好人！”近日，湖北省广水市南门汽车站门口，

拿到信件的刘某玲激动地说。

刘某玲口中的沈师傅，是中国邮政广水市

分公司应山投递站邮递员沈宝栋。今年 4月

底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北京领奖后，他迅

速回到工作岗位。5月 1日，领取完当天投递

的邮件后，沈宝栋发现了一封来自浙江省东阳

市公安局的信件，辗转 7天，终于将信件成功

送达到刘某玲手里后，沈宝栋松了口气。

“一封信、一颗心，封封信儿重千斤。”沈宝

栋说，工作之初，他就给自己定下这样一个规矩：

决不错投一份报刊，决不轻易退转一封信件。

35年“零”投诉

1988 年，沈宝栋开始在广水市李店乡邮

电支局当乡邮员。从乡邮电分局把邮件送到

各村落的客户手中，常常要翻十几座山、蹚多

条河，来回 100 多里路，可谓又苦又累又难。

1992年的夏天，在送一份从河南发往龚庙村韩

某的加急电报时，因连日下雨，途中的一座漫

水桥被完全淹没，周围居民都不敢涉水过河。

正当沈宝栋犹豫之时，他再一次掏出电

报看到：“你女儿韩燕在广东打工被人拐卖到

河南信阳市柳林某地，速来救人……”他毫不

犹豫地走进齐胸口的河水中，不料脚底一滑，

被卷入汹涌的河水中。幸好河边有人打鱼，

他才被打鱼的村民用渔船救起，终于赶到老

韩家，拉着老韩一起到骆店乡派出所报警，及

时将韩燕从河南解救回来。

1994 年，沈宝栋被调到城区投递班工

作。管段包括 9 条街道和市委、市政府数百

余家机关单位，每天投递的报纸杂志多达数

百种，重千余斤，相当于两三个农村支局报刊

的总和。他的家人说：“他人虽进了城，但每

天上班更早了、回家更晚了。”

35年来，沈宝栋行程48万多公里，投递各

类报刊邮件 2800万件，把 3000多封“死信”复

活，为用户代寄挂号、平信、包裹等 3万余件，

从未出过差错，实现了35年“零”投诉纪录。

执着的“信使”

沈宝栋给自己的工作定下一个规矩：决

不错投一份报刊，也不轻易退转一封信件。

他有十几个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疑难

信件的相关情况，让 3000 多封“死信”复活，

让一个个离散的人员找到了亲朋。

2019 年 2 月，一封来自山东菏泽张和庄

烈士陵园寻找烈士姚远道家属的挂号信，落

到了沈宝栋的手上。时隔 72 年，收信地址

“湖北省应山县五区二合庄”随着行政区划调

整早已更名，收信人个人信息亦无法在户籍

系统中查询。

“姚远道是烈士，无论如何我要帮他找到

家！”抱着这样的念头，沈宝栋再次踏上熟悉

又陌生的“死信复活路”。他查阅史料、实地

考证、走访群众、查找族谱……历时 36天、行

程近 3000公里、走访超过 200人，让沈宝栋日

夜惦念的信件终于送到武胜关镇官屋村姚远

道烈士的侄子姚亮喜手中。

“及时雨”般的亲人

在许多用户眼里，沈宝栋不仅是一名投

递员，更是助老、扶贫、帮学、如“及时雨”般的

亲人。

在雷庙村 9组住着一位叫谭承英的孤寡

老人。沈宝栋每月为老人送去工资汇款单

时，总是帮老人挑水劈柴。见她家屋顶破损

漏雨，沈宝栋便借来梯子帮她修整，一直照顾

了她 10 年，老人见人就夸，村里人还以为沈

宝栋是老人的亲戚。1998 年，老人离开人世

时，临终前一定要见见沈宝栋，拉着他的手含

笑离开了人世。

助老、扶贫、帮学，邮路上的故事还有很

多。如今，沈宝栋帮助过多少人，他自己都

说不清，但邮路上的老百姓没有忘记。2008

年 6 月在随州市“十大文明之星”评选活动

中，广水市 2万多名群众自发为他投票，沈宝

栋以最高票获得“随州市十大文明之星”称

号。第二天，他将 1000元奖金捐给汶川地震

灾区。

此外，沈宝栋还先后荣获湖北省五一劳

动奖章、湖北省邮政系统特等劳动模范、湖北

省最美一线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称号。

“我一直是投递员，一辈子永远是投递

员，我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邮政快递事业，

尽我所能，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沈宝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35年来，沈宝栋行程 48万多公里，投递报刊邮件 2800万件，十余个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了疑难信件的相关情况

他把 3000 多封“死信”复活……

穿梭“迷宫村” 破解“找路难”
外卖员参与设计广州石牌村手绘地图，并分享给来此打拼的千家万户

阅 读 提 示

当外卖骑手凭借从业多年积累下来的职业技能，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时，不仅能反哺与其有

相似经历的外来务工人员，更是让骑手们获得了更多的成就感和参与感。

江西开展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行动
本报讯（记者王晓颖）为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近日出台的《江西省县域农民工市

民化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提升

农民工就业创业质量、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维护农民

工合法权益、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提升

县域基层服务能力等方面着力推动县域农民工市民化。

在提升农民工就业创业质量方面，加强农民工就业

服务，推动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

量工程，建设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公共就业服务

平台，2023 年建设省级以上充分就业社区 100 个。支持

农民工返乡创业，为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提供开业指

导、创业培训等服务，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等 6类群体今年

新签订借款合同（含续贷新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其原需个人承担利息部分全部予以免除。

《方案》提出，在提高技能培训针对性的同时整合培

训资源，着力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鼓励行业主管部门

以就业为导向，围绕当地企业、园区、特色产业等开展农

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推进企业下单、培训机构接单、农民

工点单、政府买单的“四单”培训，开设一批适合大龄农

民工、青年农民工的培训项目。

该省围绕“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住有所居、文体服务保障”等方面开展基本公共服务

达标行动。深入推进“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

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优化简化入学流程。全面

落实县城取消落户限制，在县城有合法稳定住所或者稳

定就业的农民工均可落户城镇，推进户口迁移“省内通

办”“跨省通办”，为农民工落户城镇提供便利。

魅力司机评选呈现“多彩人生”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走下舞台，脱下演出

服，套上工服，他一头扎进驾驶室，驶向收货

地。魏伟不仅是一位乐队主唱、键盘手、吉他

手，也是一名货车司机。在货拉拉日前公布的

平凡之光魅力司机评选活动中，魏伟等 10名

货车司机跻身平凡之光魅力司机十强。

为了让货车司机被更多人看见，货拉拉自

2018年起连续 6年举办了平凡之光魅力司机

评选活动，今年活动共有3.4万名司机报名。

魏伟从陕西老家完成学业后来到武汉，

他开始接触音乐，他自学了钢琴、吉他、架子

鼓、贝斯等各种乐器。2022年 4月，他开始做

货车司机，因为既能拉货赚钱养活家庭，又能

坚持自己的音乐梦。

80后广州货车司机刘付伟愈则因蝉联两

届拉货节全国接单王而“榜上有名”，在拉货

节期间他一天能接 30单以上。刘付伟愈说，

自己熟悉广州道路环境，加上为人随和服务

热情，这让他比别的司机接单更多。“我很享

受拉货四处跑的自由生活，虽然很累，但跑起

来生活才充实。”

被称为全国货运“活地图”的货车司机周

玉林已经跑过全国 220 个地市、1000 多个县

区。从人烟稀少的戈壁滩、壮阔的塞外西北，

到白墙黛瓦的江南小镇、美丽的海滨城市，都

有他的身影。“有一次去青岛送货，那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海，那感觉可激动了。”周玉林说。

货车司机们不会仅仅为了自己的生活而

奋斗，他们也有充盈的精神世界，有自我实现

的渴望。例如，鹤壁女司机张志英成立了一

个孤困老幼救助站，17 年来一直帮扶困境儿

童孤寡老人，并带动 1000多人参与公益活动。

山东将培育不少于1万名乡村建设工匠
本报讯（记者田国垒 通讯员李道伟）近日，记者从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该厅联合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乡村建设工匠培育

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至“十四五”末，全省累计培育乡

村建设工匠不少于 1 万名，提高全省乡村建设质量安全

水平，助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据介绍，乡村建设工匠主要是指在乡村建设中，使用

小型工具、机具及设备，进行农村房屋、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小型工程修建、改造的人员。乡

村建设工匠实行实名制管理，经培训合格的乡村建设工匠

将录入全国危房改造信息系统中“乡村建设工匠”模块。

根据要求，山东省规定各地要利用职业院校、公共实

训基地、职业培训机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村电商基

地等培训资源，开展适合培育乡村建设工匠的各类技能

培训，鼓励通过“安全+理论+实操”模式，提升工匠的安

全生产意识、专业技能及实操能力。在培育乡村建设工

匠的基础上，重点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脱

贫劳动力培育“乡村建设带头工匠”，带动乡村建设工匠

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升。

此外，山东省明确各地危房改造工程施工要选用纳

入全国危房改造信息系统管理的乡村建设工匠，支持乡

村建设工匠参与农房建设、“厕所革命”、传统民居保护、

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农村房屋安全巡查等工作。

同时，鼓励培训合格的乡村建设工匠等从业人员成立

农房建设专业合作社（农房建设合伙企业）、农房建设公

司、农房建设监理公司、建设类劳务公司等，承揽农村限额

以下房屋建筑的施工，规范村民建房合同，逐步建立农村

低层住宅和限额以下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工匠责任制”。

6月13日，在山东安丘一家农机装备企业总装车间内，工作人员检验即将出厂的拖拉机。
近年来，山东省安丘市依托工业产业基础，通过税费减免、财政奖补、涉企服务等方面大

力支持，推动农机装备和配套企业规模化发展，研发制造“耕种管收”等农业生产环节的智能
拖拉机、播种机、微耕机等多种农用机械，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发（孙树宝摄）

检验农机装备

“笑脸墙”展风采
在广东深圳一建筑工地上，两名工人与“建筑工友笑脸墙”合影。

“我们要让一线工人把项目当作自己的家。”中建二局一
公司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医技内科楼项目党支部书记孟金龙
表示，“建筑工友笑脸墙”展示了工人风采，体现了企业对工友
的人文关怀。据介绍，“笑脸墙”为规范一线工人的安全防护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照片里，工人们都按要求穿戴好防
护用品，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安全教育。 覃华莹 摄

西宁启用首个“零工驿站”助力灵活就业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西宁市首个“零工

驿站”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在西宁市城中区成立。该“零工

驿站”以鼓励多渠道灵活就业的创新方式，填补了零工就

业服务的空白，为辖区企业、商户、居民提供全方位的用工

服务。截至目前，“零工驿站”网站已注册求职者 121人，

注册企业 34家，提供零工岗位 105个，岗位需求 294人。

据介绍，西宁市首个“零工驿站”集就业信息推介、现

场招聘、技能培训、劳动维权等公共服务功能于一体，旨在

为辖区企业、商户、居民打造家门口“一站式”公共就业服

务平台。驿站设置“双屏六区十岗”，配备“智慧就业自主

求职机”“城中区零工市场智慧数据大屏”，便于求职者实

时掌握岗位信息，划分了信息发布区、求职登记区、政策宣

传区、休息区、求职洽谈区、咨询维权区等 6个功能区，为

求职者提供全方位人社服务，发布工种涵盖临时工、保洁、

搬运、家政、社区便民服务等 10个岗位，着力构建“临时用

工找驿站，灵活就业进驿站”的服务模式。

西宁市“零工驿站”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使零散的

信息充分归集，让用工单位和零工求职者高效对接。其

中，线上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服务等智能手段，多渠道

归集更新零工岗位信息、统一发布至“零工驿站”招聘网

站，定期开展“直播带岗+推岗”活动，让求职者屏幕前找

工作。线下通过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岗位信息，现场指

导“一键找工作”，直观体验“找活”和“招工”自助匹配过

程，让灵活就业人员在家门口即可了解用工信息。

本报记者 叶小钟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村，是不少人刚来广

州时落脚的第一站，由于村路错综复杂、导航

失灵、路牌混乱，让很多初来乍到的人宛如走

进了一个巨大迷宫。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当

地相关部门与外卖平台联合开展了一次石牌

村社区治理探索，常年在石牌穿梭的外卖员

深度参与，和社工一起设计“手绘地图”，致力

于解决石牌村“找路难”的痛点。

近日，参与其中的外卖员老唐告诉记者，

当自己从业多年积累下来的职业技能，能反

哺与他曾有相似经历的来穗人员时，他觉得，

送外卖变得更有价值。

“没一个小时走不出来”

其实老唐并不老，而是 1991 年出生的年

轻人，来自海南。

“这里是石牌村的西边，离东边的直线距

离只有 800 米，如果你能在一个小时内走出

去，算我输。”老唐确实没夸大，石牌村占地面

积虽然只有 0.31 平方公里，但里面却藏了

298 条村路。每条路“长相”非常相似，四处

勾连，像蜘蛛网一样。

“你看，又一个迷路的。”与记者交谈中，

老唐瞄了一眼旁边的外卖小哥说道：“凡是在

村里东张西望的大概率就是迷路了。”在石牌

村跑外卖 5年，光是分享外来人迷路的故事，

老唐就可以说半天。石牌的村路特别具有迷

惑性，有时候出口明明就在旁边，但却可以引

导人不断往村深处绕。如果恰好又不敢问

路，那么绕一个半小时也不在话下。

石牌村的“凶险”，村外的外卖员有“切肤

之痛”。春华原本不是石牌村的骑手，自打她

入职时，老骑手就不断向她灌输一个道理：

“千万别接石牌村的订单！”有一次她不信邪，

接了一张送往村里的订单，走到一半手机没

有信号，抬头一看连天都是黑的，最后只能求

助老骑手把她带出来。之后，她对这个迷宫

村有了敬畏之心。

从“路痴”到“最强大脑”

村外的骑手“闻风丧胆”，村内的骑手要

在石牌村送餐，得经历一段漫长的“最强大

脑”训练。“石牌村最‘凶险’的其实不在于路

况复杂，而在于但凡进村，导航都会失效，这

特别让新人崩溃。”初来乍到的新人，老唐都

不会让他们跑单：“先拿着我们的手绘地图把

路绕熟了再说。”

为了帮助新人克服没有导航的难题，早

在石牌村有外卖的时候，昔日的骑手师傅们

就已经开始凭记忆绘制石牌村地图，并“代代

相传”。5年前老唐入职的时候，拿到的地图

已经是经过多次改良的版本。他又根据自己

的跑单经验，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调整，让后来

人上手更加从容。

把路绕熟只是第一步。当同时接到几张

外卖订单的时候，如何在脑海中快速定位到

商家和顾客的位置，并在 298 条路当中匹配

出最有效率的送餐线路，个中所需的判断力

和记忆力，是一位外卖员能在石牌村内存活

的基本生存技能。“要实现这种心中有地图的

状态，至少要一年。”老唐说。

但只要彻底熟悉了地形，这个昔日如梦

魇般的村落就会马上变成“香饽饽”。石牌村

人口稠密、又毗邻繁华商圈，在这里的外卖员

有接不完的近距离订单。“我今天不到 8小时

就跑了 61单，可以赚四五百元。”老唐自豪地

展示自己的“战绩”。

参与社区治理带来更多成就感

在村内纵横 5 年，石牌村对老唐已然没

有任何挑战性。但对于更多初来乍到的人来

说，复杂的村路、失灵的导航，依然是每天挡

住他们归家的梦魇。

为解决这个痛点，从去年开始，在广州

市天河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石牌街道

办事处的支持和指导下，天河区来穗人员

服 务 示 范 中 心 联 动 石 牌 街 道 综 合 保 障 中

心、外卖企业，开始携手探索在石牌村设计

“手绘地图”。“当时提出要做电子地图的时

候，我们就马上想到，咱们骑手不正是最熟

悉石牌村的人么，他们的职业技能正好可

以派上用场。”当地美团外卖一位配送站长

表示。

双方一拍即合，任务交到了包括老唐在

内的 10 多位石牌村骑手的手上。这让在石

牌浮沉了 5 年多的老唐，开始找到更多成就

感，“石牌村是我们的工作地，也是我们的家，

但从没想过我们的认路能力还可以为社区治

理派上用场，内心还是挺兴奋的。”

骑手们对地图设计的热情以及参与度，

也超出了社工们的想象。

去年 9 月，天河区来穗人员服务示范中

心和相关部门联合组织召开了一次石牌村手

绘地图议事会，邀请了 10 多位外卖骑手参

与。在会上，正当社工们为石牌村复杂地形

发愁时，外卖员拿出了他们在石牌“代代相

传”的手绘地图：“石牌村看似复杂，但其实村

里就三条大路，所有的小巷都是从这三条大

路延伸出去的，只要在路口做好标识，小巷就

会相对好找。”

外卖员的积极参与让石牌村地图编撰工

作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年多以来，他们利

用闲暇时间多次与社工们一起走街串巷，目

前石牌城中村地图已初见雏形。昔日，“活地

图”的能力只在骑手之间“代代相传”，如今，

这种技能正逐渐惠及无数在石牌打拼的千家

万户。

天河区来穗人员服务示范中心社工表

示，接下来对“手绘地图”进一步完善，制作成

线下和线上两个版本，在石牌村推广，帮助来

穗人员精准识路。同时，以小切口带动大变

化，逐渐引导骑手参与到消防、治安、交通等

问题的综合治理中来，实现城中村治理的“共

建共治共享”。

在忙活石牌地图这大半年里，老唐更加

确信自己已经离不开石牌。这次留住他的不

是迷宫般的村路，而是参与社区治理所带来

的成就感和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