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局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票专用

章式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 0 1 1 年第 7 号） 的规

定，发票专用章式样更新，旧式发

票专用章使用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希望使用旧式发票专用章的单

位和个人在规定的日期前到市行

政服务大厅一楼统一办理更换旧

式发票专用章的手续，以免影响以

后使用。

咨询电话：339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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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家里

就剩下老人和孩子，老的老，小的小，干啥都

不方便。 我经常来给他们送报纸，渐渐大家

就熟悉了，有时候还让我帮他们带点东西或

者问我一些他们不知道的新闻啥的。 ”樊国

文说。

现在的农村家家都想致富，需要的信息

自然就多， 报纸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樊国文说，经常有人找他订各种报纸。 庞村

的王平来就曾找到樊国文，说《河南科技报》

的致富信息对他特别有用，想要订一份。 还

有不少退休的老人也请樊国文给他们推荐

报纸。“我接触的报刊多，不少村民就向我咨

询报刊信息，慢慢地他们就从问报纸信息到

问各种事儿，像市里哪里搞展览啊、哪家公

司招工啊，我也算是半个信息员了。”樊国文

笑着跟记者说。

下午 6 时 21 分， 樊国文一天的投递工

作就结束了，返回投递点后，樊国文整理着

当天的工作记录。

晚上 7 时许，樊国文带着一身疲惫回到

家中，迎接他的是妻子点亮的温暖灯光。

19 年往返于 10 个村落之间， 构成了乡

村邮递员樊国文的生活。

19 年来， 他的寂寞在路上， 快乐在心

里，他说，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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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年如一日穿行在乡间小道

乡村邮递员绕地球近 9 圈

核心提示

□晨报记者 秦颖 见习记者 孙艳 /文 张志嵩 /� 图

一身深绿色的邮局工装，洗

得有些发白；一双皮鞋，略显陈

旧；一辆电动车，看上去已经跑

过了不少路； 一个沉甸甸的邮

包， 里面放着满满两兜报刊信

件。一拧一推，一上一握，樊国文

一天的行程就开始了，而这样的

路程每天都是近 60 公里。

19 年来， 作为鹤壁市金山

办事处的一名乡村邮递员，樊国

文的身影遍布这里 10 个村的角

角落落，上至花甲老人，下至稚

气孩童，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

19 年来， 樊国文的投递里

程 34 万余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

跑了近 9 圈。

今年 40 岁的樊国文是鹤壁市金山办事

处庞村投递点的一名邮递员， 负责金山办事

处 5个农村书屋，32 家厂矿单位，123 个个人

订户的投递工作。 这 160 家邮政订户订阅的

报刊、信件都需要樊国文一个人投递。

自从 1992 年来到在庞村投递点，樊国文

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19 个年头。 19 年来，他的

投递里程总计34万余公里。

2011 年 10 月 20 日，记者在庞村投递点

见到了乡村邮递员樊国文，在当地居民眼中，

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邮政绿”已经成了樊国

文的标志。

漫漫乡村路 邮件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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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早晨 7 时 30 分， 樊国文早早来到

了庞村投递点，他先将办公室打扫干净，整理

好前一天的投递记录，然后就等着接送报车。

上午 8 时 14 分，邮政局送报纸的车刚一

到，早已在门口等待的樊国文赶紧过去接件。

不一会儿，只见他搬着一个大邮袋进来了，前

后仅用了 4分钟多一点。

据樊国文介绍，上午，送报车送的主要是

《大河报》《鹤壁日报》《淇河晨报》等。 接完车

后，他就开始数报了。

只见樊国文按种类把报纸依次从邮包里

取出，然后放在分拣台上，再按照订阅记录，

将各种报纸放进不同的投分格里。 他负责的

投递区内共有 160 家订户，但投分格只有 84

个，因此有的投分格里要放三四家的报纸，光

数报这项工作就需要近 40分钟。

“可以出发了。”只见樊国文动作麻利，一

边笑呵呵地提醒记者， 一边迅速地将上午需

要投递的 566 份报纸和 4 封信件按照投递路

线装进邮包后，再架到车架上，整个过程不到

10分钟。

“看似简单的数报‘三部曲’，却是个实实

在在的效率活。不仅要眼快、手快，还得脑快，

不能看一家分一家，那样的话，等到今天晚上

也分不完。 ”樊国文向记者解释说，他先送的

是庞村大街两侧的客户，有超市、卫生所、修

车铺，还有几家单位。 樊国文说，一般商户订

的报纸数量少，好送，但有些较大单位订的报

纸种类多，有时还得分别送到不同的科室去，

遇到这种情况， 他就得上了这栋楼再爬那栋

楼，耽误一会儿时间。

庞村里有的小道只能允许两辆自行车通

过，樊国文走的正是这样的羊肠小道：狭窄、

坑洼， 路面上不时还冒出些带着棱角的小石

块。

深秋的乡间小道分外寂寥， 除了能在路

上看到几个在田间忙活的村民外， 一些偏僻

的路段上，只有樊国文和他的电动车。樊国文

的电动车前行着， 还没在平坦的水泥路上跑

一会儿，又拐进了崎岖的土路，阳光洒在他的

身上，如此美丽。“十几年了，这里的大街小道

我都走过，报纸和信件陪伴了我快 20年。”樊

国文说，他已经习惯一个人如此行走，感觉心

里特别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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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当他是自家人

当樊国文把报纸送到七彩虹幼儿园时，

收报纸的工作人员马先生赶紧招呼樊国文喝

口水再走。“在庞村，提到樊师傅没人不知道，

记得在我小时候樊师傅就在村里送报纸。 有

时候天气不好下个大雨， 樊师傅就披个大雨

披来给我们送。”七彩虹幼儿园的马先生告诉

记者，樊国文人特别实在，工作勤恳，报纸也

送得很及时，不少订户都认识樊国文。

10 时 13 分， 在他送完食全食美有限公

司的报刊后，来到一个大上坡前，下站是下庞

村。“以前骑自行车快到坡顶时，我还得使劲

蹬几下才能上去， 现在骑电动车还省了点儿

劲。”樊国文向记者讲起以前从这里经过的情

景，“冬天路面结冰后，那才难走哩，我只能沿

着冰少的地方一步一步推车上去。 下坡时更

得小心，弄不好就摔个大跟头，就算摔倒了也

顾不上自己， 赶紧爬起来把掉出来的报纸再

装好。 ”樊国文说。

“樊国文人真不赖， 有啥事只要言语声

儿，他能帮上忙的绝不含糊，要是哪天换个人

给俺送报纸，俺还不习惯了！ ”杨小屯的村民

王大姐提到樊国文竖起大拇指。

“干的时间长了，和这几个村的人处得像

亲戚一样。 其实我也没做啥，就是给乡亲们、

单位送份儿报纸、 送封信， 这都是我应该做

的。 ”樊国文说，村民接过信和报纸时的高兴

劲儿让他很满足，觉得自己的工作很值。“我

也被客户误解过，只能跟人家好好解释。 ”时

间长了，曾误解他的客户还跟他成了朋友。

11 时 42 分， 当第五个村的报刊信件送

完后，樊国文上午的工作结束了。 这时，他得

赶回家，吃几口饭再准备接下午的送报车。樊

国文说， 下午还有 5 个村需要投递， 耽误不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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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工作离不开家人支持

1992 年 8 月 29 日， 樊国文成了一名

邮递员。 直到现在， 樊国文还记得那个日

子。 那年， 他 21 岁。 从那天起， 他骑着一

辆加重自行车走街串巷， 后来， 加重自行

车变成了电动车。 随着岁月的流逝， 樊国

文渐渐发现， 自己越来越离不开这份儿并

不挣钱的工作了。

“干我们这一行就是得快点， 让客户尽

早收到报纸、 信件。 从早上 7 点半到下午

6 点半每天工作行程都被排得很满， 中午

回到家也只能匆匆吃上几口饭， 晚上回到

家收拾完就快 8 点了。 我这个工作几乎天

天走村串户， 家里的活儿就顾不上了。” 说

到这儿， 樊国文脸上掠过一丝歉疚。 他家

里的庄稼、 家务活、 孩子的教育问题都是

妻子在操心， 而 19 年来他所挣的工资也没

给家里增添多少收入， 他说， 有时候自己

真觉得亏欠家人。 樊国文回忆， 刚参加工

作时， 他一月工资是 110 元， 现在虽说涨

到 1500多元， 但除去孩子上学， 家人看病

等支出， 一月下来， 所剩无几。

樊国文的妻子从去年春节病后到现在，

身体恢复得不是很好， 家里的孩子年纪小，

正需要人照顾， 因此一个四口之家的经济

重担就压在了樊国文的肩上， 可他从来没

有提过苦和累， 工作时大家看到的他都是

笑呵呵的模样。

“我跟电视上报道过的深山区步班的邮

递员相比， 要好多了。 至少我们现在还换

了电动车， 村镇的路也好走多了。 前些年，

不只在村里， 就连街上的大道有很多也是

土路。 一到下雨天， 土路就变成了泥路，

别说车上还载着六七十斤重的报刊信件，

就是啥也没有载， 车子在泥里也走不动。

这时候我就只能绕到旁边的草地里过。 冬

天结冰后， 也不知道摔倒过多少次了。” 说

到这， 樊国文下意识地摸了摸膝盖， 他对

向记者说， “可一想到那么多人在等着我

给他们送报纸， 报纸又对他们有用， 我心

里就好受多了。 其实家人都理解我， 妻子

从没对我抱怨过什么， 有时候碰到天气不

好， 她比我还着急， 早早就做好饭， 好让

我早点出去送报纸。 孩子小时候还经常跟

小伙伴炫耀有个邮递员爸爸呢。”

在樊国文当邮递员的 19 年里， 磨破的

自行车轮胎已无从算起， 村里好几个修车

的师傅都认识他， 至于摔过多少跤， 更是

难以说清。

邮递员兼当信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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