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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西城区西外大街邮局投递员李铁
朝夕苦练功 投递零投诉

“性格内向， 个子不高 ， 憨
厚老实。” 当评价33岁的西城区
西外大街邮局投递员李铁时， 同
事们都这样说。

然而当画面切换到工作时
间， 大家的评价却大大变了样：
“有问题， 找李铁。 他就是投递
部的定心丸。” 在同事眼中、 街
坊心里， 这个平时腼腆爱笑、 工
作起来一丝不苟的李铁， 已经成
了新生代邮递员的闪亮名片。

十年投递路
劳务转聘用

2000年， 初中毕业的李铁从
漠河来到了北京 。 经过几番辗
转， 李铁在6年后成为了一名投
递员。

“干好投递工作不是那么简
单的， 每天要完成印刷品装卸、
报刊开拆 、 平信分拣等多项工
作， 还要保证不能错投、 漏投。”
李铁说， 那时刚入职的自己就一
个念头， 就是尽最大努力尽快熟
悉各项业务， 适应投递岗位的工
作节奏。

“我那时年龄小， 觉得这个
工作的确挺苦挺累的， 但每次大
爷大妈对我嘘寒问暖， 都让我这
个 ‘北漂’ 十分暖心， 能体会到
自己的价值。” 同时， 为了提高
业务能力， 李铁一有时间便在投
递部翻阅投递方面的书籍及培训
资料， 有时索性中午也不休息，
他不是在格口旁练习分拣信件，
就是骑着自行车熟悉道段。 遇到
不懂的业务细节， 他更是不耻下
问， 吸取他人的优点并应用到实
践中。

有一次， 李铁在练习盖戳的
时候， 一不小心砸断了指甲盖，
鲜血不断从伤口涌出， 疼得他直
咬牙。 李铁忍着疼痛用自来水冲
洗了伤口， 简单包扎一下后便继
续练习。 在他看来， 学习的路上

没有捷径， 不吃点儿苦， 业务是
练不好的。 几年下来， 李铁凭借
娴熟的基本功与零投诉的成绩与
用户建立了良好关系， 那些他十
多年前服务过的用户至今还与他
保持着联系。

工作进入状态的李铁， 又将
注意力放在了业务理论学习、 服
务礼仪规范和与用户的沟通能力
上。 为此， 他报名参加了邮政职
业技能鉴定考试。

“职业鉴定考试给我打开了
一扇窗， 让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
的不足 ，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
习。” 在参加邮校组织培训的同
时， 李铁花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
学习理论知识、 练习操作技能，
最终， 他成为投递员中为数不多
的高级工。 他也通过不懈努力，
在入职满十年之际从劳务工转为
了聘用工。

朝夕苦练功
竞赛傲群雄

在西外大街邮局， 搞技术出
身的投递部主任徐丽娜认定李铁
是投递岗位上的全能型 “选手”。
在支局的推荐和徐丽娜的帮助
下， 李铁在2017年报名参加了西
城区分公司第五届全国邮政通信
特有职业技能竞赛投递工种的选
拔赛。

选拔赛严格按照集团公司要
求， 以发展快包业务为切入点，
设计了理论知识考试、 接收开拆
处理、 包裹分堆排道、 揽投情景
模拟、 投递归班处理五个比赛项
目， 不仅考验投递业务水平， 更
对选手们的服务礼仪、 专业用语
等综合素质水平提出了新的要
求， 其中， 包裹业务的技能大赛

对每一位选手来说更是考验。 经
过一番 “鏖战”， 李铁从来自18
个二级单位的3400余名选手中脱
颖而出， 一路冲进了北京市分公
司选拔赛的八强。

备赛期间， 李铁在老师的带
领下每天加班加点训练。 为了能
够更加专心， 他主动选择住在学
校， 近两个月的训练， 他只回过
一次家， 一想到妻子和刚刚一岁
的孩子更满是愧疚。 早上5点多，
他便起床开始做训练前的准备工
作， 白天结束实操训练， 他还经
常在晚上十一二点背诵理论知
识 。 周而复始的重复训练很枯
燥， 很多选手在训练后期都感到
倦怠， 可李铁却精气神十足， 他
要做到准确无误、 问心无愧。

最终， 两个月来瘦了10斤的
李铁发挥出色， 取得了选拔赛全
能第五、 归班处理单项第一的好

成绩， 他也觉得通过比赛使自己
的综合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
“参加这次比赛， 最大的收获不
是获奖， 而是通过学习和训练，
我的工作思路更清晰、 工作方法
更科学了。”

“职场不只相信文凭 ， 更相
信实力。 我要用我的努力让更多
人的看到并认可我的实力。” 李
铁说。

自荐担重任
推广新“智能”

面对西外支局近期正在大力
开发的智能包裹柜业务， 李铁毛
遂自荐， 承担起智能包裹柜的推
广布放工作。 他走访了解用户需
求、 整理现有用户资料、 总结用
户关注问题……经过大量的市场
调查和分析， 李铁以投递道段内
写字楼、 企事业单位及住宅小区
每天的包裹投递量为依据， 确定
了几个潜在需求比较强烈的用
户， 并多次走访、 积极跟进。

此外 ， 通过中邮速递易网
站、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李铁详
细学习了智能包裹柜的优势、 安
装场地要求和维护运营成本等用
户关心的重点信息， 并整理成学
习笔记方便随时翻看 、 记忆 。
“我将用户可能提到的问题列成
表格， 一一提前做好功课， 只有
我的回答够专业， 才能赢得用户
信任。” 李铁说。

凭借充足的准备、 十足的热
情、专业的技能，两周内李铁成功
开发了两单智能包裹柜业务。 在
他的影响下， 很多投递员都对开
发智能包裹柜业务有了信心。

“一花独放不是春，我会把我
的学习方法和业务开发经验整理
出来与大家分享， 为支局的包裹
业务发展添砖加瓦。 ”这个在大家
眼中腼腆内向的李铁， 正在通过
不断的历练锻轧， 成为西城邮局
一块挑得了大梁的“百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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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出生的李洋， 私底下
是个阳光灿烂的大男孩， 可一旦
穿上警服， 就立刻变成了让戒毒
人员敬畏、让全队民警信服、有着
多年丰富工作经验的 “小李大”。
他是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
所八大队大队长、 党支部书记。

“我就坐着不起来， 就不起
来！” “我就看你呢， 看你怎么
了？ 我有精神病……” 这是强戒
人员董某刚入所时对大队民警说
的话。 他是多进宫， 体格强壮，
还被确定为严重心理问题的戒毒
人员。 李洋迅速要求启动大队应
急预案， 成立戒治攻坚小组， 由
他直接负责。

每晚民警值夜班时， 董某都
会一次次无理取闹。 李洋每次值
班都会把重点放在他身上， 对他
进行安抚 ， 亲自喂水 、 疏导情
绪。 结合工作经验和董某特点，
李洋从家庭关系为切入点， 多次
联系要与董某断绝来往的家人，

通过不厌其烦的沟通， 最终取得
其家属的理解。 当李洋与董某妻
子、 女儿一同走进接见室时， 董

某特别激动。 体会到董某对家庭
的这份挂念， 李洋找到了戒治主
题， 组织董某所在的班级开展积

极心理学———孝的讨论课程， 当
其他强戒人员谈到家庭关于孝的
问题潸然泪下时， 董某主动讲起
了自己的故事。

“李大， 跟您说实话吧 ， 这
么多年都觉得警察就是我的敌
人， 我就想折腾折腾他们。 在我
自己都快放弃自己的时候， 是你
救了我。” 董某感激地对李洋说。

而这只是民警李洋工作中一
个缩影。 他从大学毕业来到戒毒
所后 ， 在戒毒所一干就是近十
年， 坚持 “用心、 用情、 用法”
来感化 “顽石”， 他平均每月与
戒毒人员进行个别谈话近300人
次， 经他教育矫治的戒毒人员多
达数千人。

2016年的5月 ， 李洋的妻子
在医院保胎， 随时有可能生产，
可队里刚新收了3名刑罚转强戒
的多进宫难管理人员和4名延长
强制隔离戒毒期的顽危人员。 这

几名难管理难教育人员临近解
除， 破罐破摔、 无视规章制度，
对他们的转化攻坚战已到了最后
关头。 一边是无尽牵挂的妻子和
未出世的孩子， 一边是无法放下
的工作， 同是戒毒警察的妻子给
了他最大的支持。 于是李洋撂下
一句 “有情况随时给队里打电
话”， 就毅然从医院奔向教育转
化的战场。 回到队里， 李洋直接
走进通道， 逐一进行详谈， 掰开
揉碎， 动情用理。 终于， 经过几
天的努力， 一个人明白了， 两个
人清醒了， 这几个难转化戒毒人
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认真地
写下了保证书。 就在此时， 急促
的电话声在深夜的值班室响起，
妻子已经进产房了……

2018年3月 ， 是李洋主持大
队全面工作一整年的日子， 他在
所内继续用真情诠释着80后戒毒
人民警察的峥嵘风采。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宋佳

用心用情用法感化“顽石”
———记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八大队大队长李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