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街小巷、 社区院落里，
每天都有一些骑着邮政摩托车、
背着绿色邮袋的人， 把一份份报
刊杂志、 一个个快递邮件送进千
家 万 户 ， 市 民 亲 切 地 称 他 们
为———“绿衣使者”。 在众多 “绿
衣使者” 中， 有一位名叫饶静的
投递员， 他由于认真负责和对工
作的精心付出， 赢得了所在段道
客户的信赖和赞许。

8月12日， 一份大学录取通
知书下段到了饶静负责的区域。
然而， 这份通知书却给饶静出了
个大难题， 上面的地址只写了小
区小卖部， 电话更是空号， 这让
饶静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他先
是急匆匆跑到小区小卖部， 满怀
期待地向老板打听收件人黄同学
的消息 ， 老板皱着眉头摇了摇

头， 表示从未听闻过此人。 饶静
又马不停蹄地询问了周边的每一
个熟人， 无论是正在晨练的大爷
大妈， 还是匆匆赶去上班的年轻
人， 他都要上前问一问， 然而，
得到的回答却如出一辙， 大家都
不认识这位黄同学。

饶静没有放弃， 他利用工作
之余， 在小区里挨家挨户打听。
炎热的天气让人静止不动都汗流
浃背， 但每天下班后， 饶静都拖
着疲惫的身躯在小区里穿梭， 不
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

经过4天夜以继日的不懈努
力， 饶静从一位偶然路过的居民
口中了解到了黄同学所在的楼
栋。 那一刻， 他疲惫的脸上终于
露出了笑容。

当饶静找到黄同学所在的楼

栋，敲响房门的那一刻，门内传来
了略带疑惑的声音 ：“谁呀 ？” 饶
静的声音中带着几分激动和释
然：“您好，我是投递员饶静，有您
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门开了， 黄同学一脸惊讶和
难以置信： “真的吗？ 我一直在
盼着这一天。” 饶静微笑着递上
通知书， 目光中满是欣慰： “同
学， 这几天可把我找得够呛， 不
过总算把它送到你手上了。” 黄
同 学 接 过 通 知 书 ， 眼 中 闪 烁
着泪光： “谢谢叔叔， 要不是您
这么执着，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
候才能拿到它。” “这是我的职
责， 恭喜你呀， 同学。” 饶静的
话语里 ， 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欣
慰。

饶静的每一次投递都会逐件

电话联系， 按址送达。 他出班分
拣排道时， 总是精心规划分装，
力求做到精准投递。 他深知， 每
一封邮件、 每一份包裹都承载着
寄件人和收件人的期待与情感。
这份对工作的热爱， 让他在面对
困难时从不言弃。

在饶静的身上 ， 我 们 看 到
了邮政投递员的坚守和担当。
他 们 不 仅 仅 在 传 递 邮 件 和 包

裹 ， 更是传递着温暖与希望 ，
践行着 “传递美好， 使命必达”
的信念。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什么是真正的责任， 什么是对客
户的承诺。

为饶静点赞， 也为每一位像
饶 静 一 样 默 默 坚 守 在 投 递 岗
位 上 的邮政职工点赞 。 他们是
传递美好的使者， 更是使命必达
的践行者。

□刘云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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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美好 使命必达
■工友情怀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读《风范：他们用一生写就的科学家精神》

□刘小兵

讴歌家国情怀， 诠释科学家
精神的《风范：他们用一生写就的
科学家精神》，是一本讲述中国科
学家“爱国奉献、永攀科技高峰”
的纪实读本。 作者刘峰松用特稿
的叙事方式， 集中塑造了21位科
学家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置于
最高位置， 在各自的领域攻坚克
难，勇挑科技大梁的爱国形象。

赤诚报国、 忧国忧民， 是这
些科学大家勠力同心， 为我国科
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精神之
源。 在这方面， 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 小麦远缘杂交育种
奠基人李振声就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 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李振
声， 从小就立下了 “让中国人家
中装满粮” 的宏大理想。 大学毕
业后， 他将所学的小麦育种知识
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 大胆将牧
草与小麦杂交， 从而成功培育出
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 最终通过
坚持不懈的农业研究， 用强大的
科技力量为我国的粮食安全铸牢
了坚实的根基。

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分子化
学家黄葆同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
立之初， 身在美国的黄葆同正准
备回国参加建设， 却被美移民局
非法拘捕和关押。 后来， 在各方
的亲切关怀下， 黄葆同终于回到
了祖国的怀抱 。 三九严寒何所
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回国后，
黄葆同忘我地投身到科技攻关工
作中， 本着国家需要什么就研究
什么的宗旨， 毅然打破国外的技
术封锁， 通过反复试验， 一举研

发出具有我国特点的五九酸钒新
催化剂体系， 获中科院发明奖一
等奖， 为我国合成橡胶生产开辟
了新路。

开拓创新、真诚奉献，是这些
科学家奋楫笃行， 书写出中国科
技璀璨华章的动力之源。 中国科
学院院士、 生物信息学家陈润生
用自己的身体力行， 交出了一份
让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在常
年的科研攻关中， 陈润生始终以
宏阔的视野， 将生物信息学与生
物物理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与众
多科学家积极投身于推进中国人

类基因组计划当中， 并用卓有成
效的研究成果带动了中国在基因
组学、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起飞。

此外，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
计算机专家，有着“中国计算机之
母” 称誉的夏培肃也是创新奉献
的楷模。1952年，在华罗庚教授的
组织领导下， 夏培肃参加了我国
第一个计算机研究小组，1960年，
经她主持设计的通用电子数字计
算机研制成功， 一举填补了中国
人在设计制造计算机方面的空
白。工作中，她一直强调自主创新
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不断地创新，
才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当研制计算机的任务完成后，她
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计算机知识
的相关培训教育当中， 以甘为人
梯的园丁精神， 为我国计算机事
业的发展倾尽了一生的心血，很
好地实现了 “坚持做中国自己的
计算机”之誓言。

《风范：他们用一生写就的科
学家精神》用朴实无华的文笔，展
示了中国科学家秉持科技报国宏
伟理想，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通
过科技的力量， 使中国发生历史
性巨变的过程，由此，在中国科技
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 他们的
崇高风范值得我们用心学习。

惟愿此生长报国

□查东 文/图

““板板凳凳先先生生””

女儿学校正在征集纪念教师
节40周年的各类作品， 忽然勾起
我对几位老师音容笑貌的追忆。
他 （她） 们有的还在校园里教书
育人， 有的已经退休， 而有的只
能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这其中
让我印象最深也是影响最大的，
便是那位 “板凳先生” 了。

那年我刚上高中， 学校来了
几位新老师， 其中一位被分到我
们班当班主任。 他个子不太高，
脸圆圆的 ， 耳朵上架着一副眼
镜， 也是扁圆扁圆的， 笑起来嘴
角上扬， 凑一起像极了微信表情
包里的“哈哈脸”。

我们的教室方方正正的， 四
周都是墙壁， 墙壁上的窗户离地
差不多两米高。 为了掌握学生的
上课情况， 他从教室前门推开一
公分门缝观察， 但因为 “侦查”
视线有限 ， 也离第一排课桌太
近 ， 没过两天全班同学都知道
了 ， 上课时便有针对性地 “认
真” 听课。 后来， 他从后门缝观
察， 刚开始同学们都没发现， 有
同学听课走神， 他便冷不丁地推
开后门， 漫不经心走进教室， 把
开小差的同学抓个现行， 让大家
都防不胜防。

坐最后一排的同学想了个办
法， 故意把桌子和椅子往后挪，
正好挡住了后门， 别说想推门而
入， 就是虚掩个门缝都得费好大
劲， 那可真是一夫当关， 先生莫
开啊。 老师和同学们之间 “猫和
老鼠 ” 游戏因此消停了一段时

间。 直到一天， 他又若无其事地
从前门进入教室， 径直走向第五
排靠西侧窗户的同学， “缴获”
了一本漫画书。

乖乖， 他是怎么火眼金睛发
现的， 两个门都没开啊。 “我提
醒你们 ， 上课千万别开小差 。”
他抬手指了指西侧墙上的一扇窗
户， “那不是还有窗户吗？ 我随
时找个高板凳站上去， 教室里的
上课情况一览无余。”

听其他老师说， 原来， “板
凳先生” 常常抬一个高板凳站在
那扇窗户前眺望。 有时， 夏天的
烈日正好晒到西墙上， 他就戴一
顶竹编帽， 10分钟下来已是汗流
浃背。 有时， 风夹着雨拍打着地
面和墙面， 他就撑把伞， 一会功
夫， 裤脚和鞋子早已淋湿了。

经过 “板凳先生” 大半个学
期的 “福尔摩斯探案”， 我们班
的听课效率提升明显。 三年后，
高考揭榜 ， 我们班的重点率超
60% ， 本科率超 90% 。 再后来 ，
学校经过接续奋斗， 高考屡创佳
绩， 不到5年时间， 从一个籍籍
无名的普通高中跃升为示范高
中 。 他也从一名 “板凳先生 ”，
走上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

现在， 校园里已没有 “板凳
先生” 的登高望远， 课堂纪律的
管理早已被高科技设备取代， 但
目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希望同学
们珍惜美好时光， 在书声琅琅的
校园里， 在老师的谆谆教导下，
奋发图强， 刻苦求学。

■
图
片
故
事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
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
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笔写下来 ，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