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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他总是骑着三轮车，奔波
在派送快递与包裹的路上；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他都喜
欢穿绿色的工作服，因为绿色象征着希望。”他就是中国
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丹凤县分公司速递揽投班班长兼投递
员张刚。

今年 39岁的张刚，曾经长年外出打工。2014年，他结
束了四处奔波的打工生活，返回家乡成为一名传递人间真
情的“绿衣使者”。一辆三轮摩托车、一条 80 公里长的邮
路，见证了他平凡而又无私奉献的人生足迹。

“用心用情服务一方百姓”

9 年的投递生涯中，张刚始终把“用心用情服务百姓”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有一天，在派送快递返回的路上，他

看到很多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合看一份《小学生学习
报》，了解到他们是因为家庭原因无法人手一份报纸后，就
利用送报进企业的机会，与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反复沟通，
希望他们伸出援手。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 5 家企业的老板被他的真诚
所感动，每人出资 2000 元，帮助 50 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
女每人订了一份全年的《小学生学习报》及其他学习刊物，
为孩子们筑起了一片“爱心港湾”。

2015年至今，张刚先后签订了 21家电商客户，并通过
长期的维护和诚挚的服务，巩固稳定客源，达到增量增
收。2018 年，他在丹凤县域小区、人流量较大的偏远郊区
建设代收代投点 14 个，全年累计揽收邮件 1.5 万多件，收
入 12 万多元；投递邮件 10 多万件，提高了邮件配送效率，
减轻了公司运营成本。2019 年，他注册了“商於农家”及

“龙驹印象”两个拼多多店铺，建成 300 多个“邮乐小店”，
以邮政扶贫为切入点，带动群众致富。

有爱心的人就像一盏明灯，既照亮了别人，也温暖了
自己。有一位名叫李宝发的养鸡专业户，每到夏季就为鸡
蛋销路发愁，张刚通过自身优势，帮他在网络上销售，解决
了他的难题。最近，张刚又在研究“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联包模式，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农户做大养殖产业，带动
村民致富。

“多留一份心，多走一步路，多说一句话”

“虽然我是一名投递员，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的客户对
我胜似亲人，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只要他们生活有困难，我
一定想方设法去解决。”张刚说。

多年来，张刚坚持学习、钻研，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
力和服务水平。他常常告诫自己：“多留一份心，多走一步
路，多说一句话。”这也是他在公司的各项工作中经常超额
完成任务的“秘诀”。2021 年，公司累计揽收中药材、板
栗、柿饼等土特产 11万多件，累计销售额达 380多万元，为
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地域性发展途径。同时，
他个人发展邮储资金 230 多万元、保险 100 多万元、报刊
收订 7.5万元，成为同事眼里的“全能红旗手”。

凭借着对投递工作的热爱和突出的业绩，张刚被陕西
省快递行业协会评为“优秀快递员”，获得了陕西省五一劳
动奖章等荣誉称号，从一名普通的邮递员成长为行业技能
榜样。

“奉献劳模力量，我义不容辞”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张刚意识到，要
提高揽收量、增加经济效益，必须组建一支业务素质过硬、
服务水平优良的队伍，于是，他不断加强对业务员的业务
素质和服务水平的培训。几年来，他充分利用空闲时间，
开展集中培训和个别辅导 30 多场次，对包装、验视、填单
等业务进行现场示范考核，严格规范服务水平、工作态度
及言行举止。2021 年，他大胆尝试揽投部绩效改革并合
理设置岗位，运用揽投合一模式、专投模式、专揽模式、驿
站自提模式和普邮投递模式，不仅取得了明显的降本增效
效果，还极大地提高了投递能力，释放了人员活力，提高了

揽收效率。
“人民邮政为人民”，张刚时刻牢记这一行业准则。

疫情防控期间，他利用休息时间主动请缨到社区卡口当
志愿者，积极协调社区信息员，建群编发防疫小知识，向
居民普及防疫要点，甚至自掏腰包为孤寡老人购买口罩
和消毒液。

采访结束，笔者问到他未来的规划，张刚说：“邮政
快递不仅仅是服务行业，更是群众生活的服务员与代购
者，作为一名快递从业者，我将继续以身作则、提供优质
服务，希望群众有了困难就想起我们，我们永远是群众
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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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白色幕布，一台放映机，几排小板凳……这个熟
悉的场景，是我们几代人共有的关于露天电影的记忆。
近日，这一温馨的画面，又出现在山阳县的广场、社区、公
园等人流密集的场所。

华灯初上，山阳县人民广场迅速热闹起来，在广场的
东南角，电影放映设备已经架设到位，屏幕前摆放着一排
排整齐的凳子，一条“感受光影魅力 深化文化惠民”的
横幅引人注目。19 时 30 分，电影准时开演，银幕前座无
虚席，也有散步路过的市民驻足观赏……

“过去，我们侧重于将公益电影放映地点深入农村和
偏远地区，随着易地移民搬迁等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
人来到了城里，我们及时调整放映计划和放映地点，以满
足更多群众的观影需求。今天，我们把放映活动搬到了
广场上，让老年人找到童年的回忆，让孩子找到快乐，让
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县电影放映中心主
任武斌说。

近年来，山阳县高度重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以
扩大观影覆盖面、提升群众满意度为抓手，在优化选片、
创新宣传、规范放映上下功夫，通过“公益电影+”模式，创
新服务形式、丰富服务内容、延伸服务领域、提升服务效
能，把服务农民、服务基层落到实处，助推全县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今天放的两部电影我都特别喜欢，电影里的人物都

是有血有肉有精气神的能人，不像有的综艺节目，是一些
青春偶像，不适合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
电影，比躺在家里刷短视频好多了！”近日，中村镇下湾村
村民杨兰花高兴地说。

山阳县委宣传部针对新时代群众观影需求，从“我
放你看”向“你点我放”转变，不断完善选片机制，让群众
参与选片。截至目前，开展调查走访 200 多次，发放调
查问卷 420 多份，收到反馈信息 320 多条，通过梳理归
类，按照群众需求订购《报国忠烈之杨靖宇》《长空之王》

《浴血大别山》等深受群众欢迎的影片 21 部，累计放映
430 多场。

“ 科 教 片 是 农 村 观 众 获 取 知 识 的 一 个 重 要 渠 道 ，
这 类 影 片 的 选 题 要 贴 近 他 们 的 生 产 和 生 活 ，偏 重 知
识 普 及 。”武 斌 说 。 近 年 来 ，山 阳 县 相 继 在 18 个 镇

（街 道）245 个 村（社 区）陆 续 放 映《脑 血 栓 与 心 肌 梗
死的预防与急救》《治理黑臭水》《振兴乡村建设特色
小 镇》等 宣 教 片 ，提 升 农 民 群 众 保 护 环 境 、美 化 家 园
的认识和能力；放映《家和万事兴之家风建设》《宅基
地 风 波》等 宣 教 片 ，营 造 邻 里 和 谐 、乡 风 文 明 的 良 好
氛 围 ；根 据 春 冬 季 节 易 发 火 灾 的 实 际 ，播 放《防 患 未
然之山林防火》等宣教片，不断提升群众的防火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

8 月 3 日晚，山阳县丰东新区社区电影广场上聚满了
前来纳凉观影的群众。

“你好，我想知道咋申领一次性交通补助？”社区群众
张栓平现场询问。

“一次性交通补助是山阳县为促进脱贫劳动力就业
而推出的一项惠民政策，连续 3 个月在县外省内实现就
业的补助对象可申领一次性交通补助 300元；连续 3个月
在省外实现就业的补助对象可申领一次性交通补助 500
元……”县人社局干部赵琳围绕群众关心的一次性交通
补助、一次性求职补助、一次性“创业+”补助、技工院校

“雨露计划”以及缴纳居民养老保险的好处等问题进行解
答，现场互动频繁，气氛热烈。

“以前只知道有这补助那补助，具体的要求和流程都

说不清。这下好了，工作人员把政策
送到屋门口了！”张栓平高兴地对周
围的群众说。

山 阳 县 充 分 利 用“ 公 益 电 影 +
宣讲”模式，利用公益电影放映前
的时间，发挥镇、村“丰阳新声”特
色宣讲小分队作用，聚焦不同群体
需求，积极开展分众化、特色化主
题宣讲活动，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
言把理论讲透彻、把政策讲明白、
把故事讲生动。

截至目前，山阳县共组建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队 11 支，覆盖全县 18 个
镇（街道）245 个村（社区），放映公益
电影 1790 多场，组建“丰阳新声”特
色 宣 讲 小 分 队 69 个 ，招 募 宣 讲 员
112人，围绕政策解读、志愿服务、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禁
毒禁赌、交通安全、道德故事等话题，开展映前宣讲活动
89场，受惠群众 4万多人次。

下 一 步 ，山 阳 县 委 宣 传 部 将 联 合 县 电 影 公 司 ，积
极 开 拓 形 式 多 样 的 惠 民 利 民 公 益 电 影 放 映 活 动 ，努

力 探 索“ 公 益 电 影 +”新 模 式 ，进 一 步 延 伸 服 务 领 域 ，
提升服务效能，真正让公益电影点亮城市的夜晚，成
为 流 动 在 广 场 、社 区 、公 园 里 的 一 道 亮 丽 的 风 景 线 ，
把 公 益 电 影 的“ 小 银 幕 ”打 造 成 为 服 务 基 层 群 众 的

“大舞台”。

““公益电影公益电影++””模式模式
助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助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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