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于兴三】

【人物档案】
于兴三， 男， 56岁， 北京市

怀柔区邮政局投递员。 曾于2009
年4月荣获首都劳动奖章； 2010
年，入选“中国好人”榜，同年4月
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 2012
年12月， 被评为 “怀柔十大道德
模范”； 2013年， 再次荣获 “最
美北京人身边雷锋” 称号。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榜样风采 □本报记者 崔欣/文 彭程/摄

47公里往返35年 投递路上3次与生死擦肩

于兴三：乡亲们的“流动邮局”

■首都工会人

20岁那年， 他从父亲手中接
过邮包， 成了家乡邮政所的投递
员 。 怀着对家乡百姓的浓浓亲
情， 他风雨无阻、 埋头奉献， 绘
就出了一幅鸿雁传书三十载的感
人画卷。 他就是北京怀柔区喇叭
沟门邮政所的投递员于兴三。

投递路上三次与死
神擦肩

喇叭沟门乡邮政所地处怀柔
深山区， 距县城100多公里， 分
布着13个行政村 ， 村民居住分
散， 山间道路崎岖， 投递里程长
达47公里， 是怀柔邮局最艰苦的
道段之一， 工作难度相当大。 在
这条邮路上， 于兴三已往返了35
年。

提起于兴三的伤腿， 就不得
不回到1992年。 那年， 于兴三到
七道河邮政所领取报纸和邮件，
回来途中， 被一辆突然拐弯的拖
拉机撞倒。 当时， 他忍着剧烈的
疼痛， 做的第一件事情却是收拾
起散落在地上的信， 然后委托在
场的乡亲们把报纸和邮件收好、
看好， 交给同事。 当于兴三被送
到医院时已重度昏迷 ， 不省人
事。 度过危险期后， 醒过来的他
除了头能动， 身体的其他部位都
动不了， 医生说恐怕以后会造成
高位截瘫。 所幸的是， 于兴三挺
过来了， 但这次车祸让他的左手
使不上劲了 ， 左腿也落下了残
疾。 可出院休养不到一年， 于兴
三就请求上班。 单位领导为了照
顾他， 安排他到局机动车组当记
账员。 可干了半年， 就在大家都
羡慕他因祸得福时， 他却提出要
继续干投递， 并毅然决然地回到
了喇叭沟门邮政所， 从此再也没
有离开过。

还有两次遭遇， 也让于兴三
心有余悸。 一次是在宝山寺路段
修路期间， 于兴三在一次投递途
中赶上驻地部队正在排炮。 炮一
共排了10个， 但只响了8下， 等
了许久也没见另外两个炮响， 部
队战士以为是哑炮 ， 走过去检
查。 于兴三着急投递邮件， 也跟
着往前走。 正当他们走到离炮口
不远处时， 那两炮响了 ! 只见好
多石头跟下冰雹似地落下， 于兴

三站在那儿直发蒙， 幸亏边上的
战士反应快， 将他往旁边的树后
一推， 这才躲过了一劫。 掉落的
石头正好砸中了他身前的树， 把
树都给砸折了， 吓得他一屁股瘫
坐在地上。

另外一次， 是在一年夏天 ，
于兴三要将邮件送到碾砣子村边
的河对岸。 因为处在汛期， 本来
就很窄的河边小道被雨水泡得泥
泞不堪， 自行车根本没法骑。 他
只得先背着40多斤重的邮件蹚着
齐腰深的河水过了河， 再返回来
扛自行车。 就在他快要接近河岸
时， 山洪暴发了， 洪水眼看着就

到了跟前，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
刻， 于兴三急忙抓住河面上飘过
来的一根柴火棍才上了岸， 捞回
了一条命。

每每谈起这些， 他腼腆地笑
着说： “没啥， 这是我的工作。”

成为乡亲们的 “流
动邮局”

按照规定， 邮件只需送到村
收投点就行了， 但对于汇款单、
特快之类的重要邮件， 于兴三就
主动提供延伸服务， 坚持直投到
每一户人家。 遇到农忙时节， 他

还会将邮件送到田间地头。
在这条邮路上， 于兴三已不

仅仅是一名投递员， 而更是一所
流动的 “邮局”。 他把邮局 “带”
在身上， 人走到哪儿， 业务就办
到哪儿， 乡亲们只要招招手， 就
可以足不出户收发信件、 取兑汇
款。 凡是乡亲们的事， 他都当作
自己的事来办 ， 帮村民代取汇
款、 代领包裹、 代缴电话费， 不
管什么事， 只要交给他， 就啥都
不用再管了。 乡亲们的真诚与信
任， 更加坚定了他为用户服务的
信心和决心。 而正是这种信心和
决心， 使得他在平凡的岗位上，
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 三十多年
间， 他投递的近400余万件份邮
件、 报刊， 无一差错。

2009年， 于兴三的投递工具
由普通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自行
车， 投递时间也从原来的七八个
小时减少到了4个多小时 。 2014
年7月， 喇叭沟门邮政所配了汽
车， 这也使得于兴三的投递里程
从原来的47公里缩短到24公里，
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了。 于
兴三觉得： “虽然我身体上有残
疾， 但是身体素质还不错。 如今
环境好了， 邮路通了， 自己的身
体也吃得消， 我割舍不下邮递员
的工作和村里面的那些村民， 只
要村民们有需要， 我真想干到60
岁。”

2011年， 冯瑞雪成为了工会
的一名大学生助理员。 “开始的
时候， 我是在花乡地区总工会做
大学生助理员。” 互助保险、 工
资集体协商、 困难职工帮扶……
虽然刚刚接触工会工作， 但冯瑞
雪负责的具体内容却不少， 这对
于没有什么经验的她， 是个不小
的考验。

“要想为会员提供服务 ， 自
己先要了解相关的知识。 仅拿互
助保险这一项说， 需要了解的内
容就很多 。” 冯瑞雪说 。 为此 ，

她找来理赔保险细则的手册， 又
结合网上查找到的内容， 边看边
做着记录。

在补充知识时， 冯瑞雪发现
在为出险会员提供互助保险理赔
服务时， 会员需要提供报销用的
理赔单据是一个关键的步骤。 每
个险种涉及到的需要提供的单据
不同， 有的单据是重复的。 “这
么说吧， 一个出险的会员， 可能
会涉及到几个险种的理赔， 所以
提供的单据是有重复的。” 冯瑞
雪说。

冯瑞雪开始根据保险涉及的
险种列出清单。 然后， 再把重复
的地方进行标记。 “这样， 会员
理赔时， 我就可以根据她的具体
情况， 帮她列出一个需要提供理
赔单据的 ‘个人服务清单’。”

冯瑞雪这种做 “加法 ”， 帮
会员做 “减法” 的个性化服务模
式， 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作用。
一次， 一位职工找到冯瑞雪， 咨
询关于互助保险的事情。 “根据
您的参保记录， 您这次出险可以
得到重大疾病、 住院医疗、 住院

津贴， 这三个险种的理赔。” 冯
瑞雪边说边递给这位职工关于险
种的理赔介绍。

“需要提供这么多单据啊。”
这位职工说。 “您不用着急， 这
几个险种提供的单据有的是重复
的， 我会帮您打出一张属于您个
人的需要提供单据的清单， 您按
照这个单子准备就成。” 说话间，
冯瑞雪就根据这位职工的具体情
况， 为他打出一张清单。 “这回
可清楚很多。” 拿着清单， 这位
职工说道。

右安门街道总工会大学生助理员冯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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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作为一名老投递员，
您认为山区投递员要有哪些思想
准备？

于兴三： 第一个就是要有吃
苦、 耐寂寞的准备。 因为山区的
生活是枯燥的， 而且山里的蔬菜
要比平原地区的品种少， 也贵。
第二就是要注意道路安全。 以前
是因为道路情况复杂， 现在虽然
是柏油路了， 可乡村里的车辆开
得都快 ， 尤其是农用车 、 三无
车， 这些车拐弯或横穿马路时都
不一定会注意周边情况。

记者： 如果您当师傅， 将如
何培养自己的徒弟当一名合格的
山区投递员？

于兴三： 我已干了35年的山
区投递员。 在山区干投递员， 首
先要以真心待人， 要热情服务。
因为山里的村民都比较实在， 你
真心待他， 他就会真心待你。 再
有， 投递的包裹、 信件要亲手交
到客户手中， 不要依靠他人， 以
防出现不必要的差错。 在语言方
面， 也要注意。 比如我们常说的
“受累 ”， 在山里村民却认为是
“兽类”。 还有一点是， 要熟悉山
区的路线 ， 找出投递的最佳路
线， 以便节省时间和精力。

记者： 您在退休前， 还有什
么打算吗？

于兴三： 随着网络的发达、
手机的普遍使用， 寄信的人越来
越少， 但快递包裹却增多了。 尤
其是山区 ， 基本都靠邮局来投
递。 我会加大为超出邮路外的小
村、 自然村村民服务的力度， 保
证这些地方的妥投。

设计“服务清单”方便会员理赔

专题【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