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体检车护航新就业群体健康
本报讯 （记者张翀 通讯员张晓宁 柯丽）近日，湖北

省十堰市总工会移动体检车驶入竹山县寄递物流公共配送

中心，开启了为期 4天的“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健康行”

活动。该活动由十堰市总工会、竹山县总工会联合组织，将

为 400余名一线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

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送上“健康体检大礼包”。

本次体检服务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不固

定、工作强度大的职业特点，采取送服务上门的方式，精

心定制专属体检套餐，包含心电图、血常规、彩超、胸部

DR 等多个关键检查项目，并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实现健

康数据精准化管理。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耐心

引导、细致检查，结合劳动者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

给予专业的健康指导建议。

此次开展移动体检车上门服务，让县城里的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在工作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标准化专业

化体检服务，及时了解自身健康状况，起到“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的预防作用，以“小体检”撬动“大健康”，用行

动诠释“娘家人”的温情担当。

趣味活动助安全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 （记者祝盼 毛浓曦）6 月 14 日一大早，中建

三局西北公司第二分公司云拓商务中心项目塔吊指挥

工李玉梅，刚走到项目工地门口，便被一连串蓝色帐篷

吸引住。好奇心驱使下，李玉梅挤进一个写有“安全知

识挑战活动”的帐篷，随手从题库中抽取了一道题：起

重吊装作业“十不吊”有哪些内容？李玉梅认真思考了

一会，随后答道：“超载或重量不清不吊，指挥信号不明

不吊，捆绑不牢、不平衡不吊，吊物有人或浮置物不吊，

设备有缺陷、损伤不吊，场地昏暗视线不良不吊，安全

装置失灵不吊。”按照活动规则，答对五项即可获奖，她

一口气答出了七项。

当天上午，李玉梅只是近百名建设者中，参与趣味安

全活动的一员，大家都获得了各种盲盒奖品。6 月是第

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响应“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的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在

陕西省建设工会的指导下，中建三局西北公司第二分公

司精心策划，在云拓商务中心项目开展了“安全宣传咨询

日”活动。

活动同时还邀请西安莲湖特战救援队，为大家讲解

应急救护、绳索救援等突发事件的综合应急处理方法。

从事健康教育工作 9年多的专家丁银涛，现身活动现场，

分享了安全生产论述（理论）教育警示内容，普及了高温

防护、中暑急救及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等知识。建设者们

现场操作体验了安全带防护、AED急救设备等。

巾帼绽芳华 匠电映初心
本报讯 （记者刘建林 李彦斌）“过去我们像‘救火

队’，现在要做‘预言家’。”全国劳动模范、国网山西晋城

供电公司三级技能专家农艳奎表示。目前，由她主导开

发的继电保护远程运维平台，已可进行远程修改保护定

值，并实时监控蓄电池电压、内阻和温度等关键参数，自

动记录充放电数据，实现远程蓄电池充放电。

作为国网晋城供电公司继电保护专业的首位女班长，

农艳奎以“刨根问底”的学习态度和“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

不断精进，成为电网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的探索先锋。

农艳奎带领的二次运检专业技术团队，平均年龄 31
岁，却已手握 9项实用工器具、13项国家专利、25项省部级

及以上创新成果，创新成果《缩短继电保护设备运维检修时

间》，斩获第47届国际质量管理小组大赛(ICQCC)金奖。

“希望更多女性投身科技领域，用细腻与坚韧点亮创

新之光。未来，国网晋城供电公司将继续深化‘匠电晋

成·巾帼创新工程’，为女性科技人才搭建更广阔的舞

台。”农艳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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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鸿雁”扎根邮路 14年；快递队长自创高招提升配送效率；暖心客服 800多天零投诉……

快递员在平凡中的坚守与奉献
本报记者 甘皙

14 年，一身绿衣，一辆邮车，青海省格尔

木市邮政分公司乡邮投递员葛军从海拔 2800
米的格尔木到 4800 米的唐古拉山，往返了

17.5万公里；再从格尔木到“最孤独的城市”茫

崖，又往返了 9万多公里，一直坚守在高原送

信。江西顺丰快递员王其明自制滑行轨道助

力蜜橘成功寄递出村，其自创的高招在全网

推广使用。申通快递黑龙江牡丹江网点客服

杨莹用耐心创下连续 800多天零投诉的纪录，

如今她已经成长为公司总经理……

他们是千万快递从业者中的杰出代表，

在今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让我们走近他

们，听听他们坚守平凡岗位的不凡事迹。

“天路鸿雁”的坚守

2007 年，青海格唐（格尔木至唐古拉山

镇）邮路开通。2010 年，葛军成为格唐邮路

第三任司机兼邮递员，前两任都因条件艰苦

退缩了。

格唐邮路穿越平均海拔 4500 米的高原，

往返一趟近千公里，要翻越 10 余座大山，被

称为“鸿雁天路”，高寒、缺氧，严酷超乎想

象。葛军的邮车曾被困在暴雪中，车轮深陷

冰窟；曾在沙尘暴里摸索前行，能见度不足一

米，“方向盘握得再紧，车还是像浪里的小

船”；也曾因山路塌方，独自用树枝和藤蔓撬

动巨石开路。邮车发动机在无人区突发故

障，葛军蜷缩在车厢里拆修 3 小时后脸色苍

白，硬是让“铁马”重新轰鸣。

“邮件就是命令，再难也要送到。”就这

样，葛军每周一次，周三出发，往返两天，全程

只有一人。有的邮件交接点离青藏公路较

远，还得开车在戈壁滩上多走一段路，来回行

程接近 900 公里。10 多年来，他在格唐邮路

之间往返了 17.5万公里。

2020 年，由于身体原因，葛军换了“阵

地”，绿色邮车从高原开到了戈壁滩，邮路调

整到从格尔木到茫崖的二级干线邮路。而这

条邮路的艰苦程度仅次于格尔木至唐古拉

山段。

“海拔只有 3000 多米，距离和格唐邮路

差不多，但相比之下路况更好了，笔直的干

线，两边望去是无边的戈壁滩。”穿行于“最孤

独的城市”茫崖，葛军并不觉得孤独，身后的

邮车里，发出去的牛羊肉、大枣等特产越来越

多，牧民的致富路更宽了。他的邮车也成了

戈壁滩上一抹最有生命力的绿色。

谈到此次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葛军

说：“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做平凡的事，没想

到得到这么高的荣誉。我会倍加珍惜，把荣

誉化成动力，加倍努力把邮车开好，把邮件送

好，为百姓服务好！”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2017 年，王其明加入江西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抚州分公司南丰营业部，他以扎实的业

务能力和用心的服务态度，投递行程累计达

15.5 万公里，投递 15 万余件重货、大件，实现

了 8年零错件、零投诉。

入行以来，“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

信念始终根植王其明心中，他潜心钻研业务，

勇于创新实践。2022 年南丰县蜜橘上市之

际，快递量激增，装卸任务繁重，如何提高效

率成为一大难题。王其明观察到传统装卸方

式耗时费力，便萌生了自制滑行轨道的想

法。利用业余时间，他反复研究、试验，最终

成功制作出 4 条简易实用的滑行轨道，大大

提高了装卸效率，减轻了同事们的劳动强度，

还得到了江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抚州分公司

的认可，将这一创新形式在全网推广使用。

在日常工作中，王其明始终保持着敏锐

的洞察力和强烈的求知欲。他认真学习快递

行业的新技术、新设备，积极探索优化配送路

线、提高服务质量的途径。凭借出色的业务

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在 2024 年 8 月的顺丰队

长选拔中脱颖而出。王其明毫无保留地将自

己的技能传授给组员，无私地辅助大家发展

业务，同事们遇到问题，总会第一时间向他请

教。在他的带领下，全队业务量增幅一度突

破 400%，创造了团队发展的新高度。

除了此次获评全国劳模，这些年，王其明

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江西省五一劳

动奖章、江西省新业态领域最美劳动者、江西

省第四届最美快递员等荣誉。他就像一颗璀

璨的星，照亮着小伙伴们前行的道路，展现出

新时代劳动者的动人风采。

暖心客服800多天零投诉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这

段熟悉的话语，陪伴杨莹走过了 11年快递生

涯——从接听电话的客服小妹，到管理数十

人的快递网点管理者。今年“五一”前夕，这

位热心的“杨大姐”，戴着绶带站在了全国劳

动模范表彰大会的领奖台上。

电 话 这 头 ，是 杨 莹 最 开 始 的“ 战 场 ”。

2014 年，杨莹加入申通快递黑龙江牡丹江网

点，成为一名客服。“当时每天要接 100多个电

话，耳朵经常嗡嗡响。”回忆起刚进入快递行

业，她笑称做梦都在和客户沟通。正是这份

耐心，让她创下连续 800多天零投诉的纪录。

从行政主管到公司总经理，在同事眼中，

这位“拼命三娘”总有使不完的劲儿。“618”“双

11”大促期间，杨莹除了处理行政事务外，装

车、分拣、骑上三轮车派件也是她的常态工

作。她坦言：“我们的工作就是服务好每位客

户，客户的认可，才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在业务工作中，杨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

的工作经验和业务知识传授给新职工，帮助

他们快速适应工作环境，提升工作能力。此

外，杨莹以高度的责任感筑牢安全防线，严格

落实收寄验视、实名收寄和过机安检“三项制

度”，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涉毒涉恶等犯罪案

件。她还参与制定了《牡丹江市邮政快递业

专用电动三轮车自律管理办法》，推动行业规

范化发展。

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耕耘。杨莹先后

获评“优秀客服”“先进基层工作者”“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并以快递行业唯一代表

的身份担任 2025 年亚冬会火炬手。传递火

炬时，她紧握 4.5 公斤重的火炬，在寒风中保

持火焰不灭。“那一刻，我代表的不仅是自己，

更是千万快递人。”谈及荣誉，她谦逊而坚定。

采访最后，杨莹说：“我的经历只不过是

在一个好时代普通人的奋斗故事，我也希望

有更多像我一样的普通人，通过奋斗收获幸

福生活。”

从一名普通的快递员成长为全国劳模需要付出哪些努力？记者日前采访了 3位杰出

快递员代表，听他们讲述从业以来的坚守与奉献。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王晓颖

本报通讯员 黎雅琴 王淑红

每天晨光初露，江西省新干县城东大道

还未苏醒，吴桃祥手中的扫帚便已划破寂

静。沙沙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这声音熟

悉得如同她自己的心跳。扫帚之下，除了落

叶尘埃，有时还能“扫”出意外之物——身份

证、银行卡，甚至闪烁微光的首饰。

这样的日子平淡而充实，然而，天有不测

风云。1996 年，吴桃祥的丈夫自高处坠落，

颈椎粉碎性骨折。彼时 28 岁的吴桃祥要面

对的不只是骤然瘫痪的丈夫，还有 10万元的

债务。那一刻，她在心中默默立下誓言：撑起

这个家，抚育幼子，更要一分不少地还清那些

救命钱。

此后的岁月，吴桃祥将挣来的每一分钱

都用来还债。存折封皮磨出毛边，上面的数

字 却 在 一 点 点 减 少 —— 那 是 诚 信 刻 下 的

年轮。

2011 年，来自农村的吴桃祥握起扫帚成

为一名环卫工。凌晨 4 点半，路灯拉长她瘦

小的身影，扫帚划过柏油路的声响是她不变

的晨曲。数千个日夜，从未间断。“为人诚实，

工作认真，踏实肯干”，这是同事对她的评价。

面对捡拾的财物，吴桃祥从未动摇过自

己的准则。一次，吴桃祥在垃圾桶旁发现一

个鼓鼓的黑色钱包，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不少

百元大钞。“失主该多着急。”这样朴素的念头

催促着她，一次次把意外之财送归原主或上

交。在她看来，诚信之重，远胜金银。

29 年的艰辛跋涉，光阴终于回赠吴桃

祥。她的儿子不负厚望，博士毕业，开始反哺

这个被重担压了太久的家。曾经密布的愁云

渐渐消散，前路透出光亮。

吴桃祥仍每日挥动扫帚，在晨曦中躬身

前行。

29 年坚守诚信，让吴桃祥平凡的人生也

闪耀着光芒。从新干县道德模范到“孝老爱

亲”江西好人、“全国五好家庭”，一个普通的

农村妇女以生命韧性，在尘土中扫出了一条

宽阔的人生路。

29年风雨无阻 多次拾金不昧

环卫工吴桃祥“扫”出诚信人生

本报记者 赵思远

为切实关爱外卖骑手群体，近日，广东省

广州市总工会、广州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

合会携手美团前往配送站点开展慰问活动，

为一线骑手送上问候和关怀物资。

“大家奔波、忙碌在城市的第一线，给羊

城带来了浓浓的烟火气，希望骑手小哥们能

够在城市安心跑单、快乐生活。”在美团花城

汇站点，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和广州市网约

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与站点内骑

手聊起家常，悉心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为他们送上关怀物资，嘱咐他们有问题可以

找工会。这一系列关怀慰问活动，是美团多

重赋能骑手关怀保障，全方位提升骑手幸福

感、获得感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此次慰问来到的美团花城汇站

点主要承担广州天河 CBD 核心区——花城

汇商业中心的配送服务。花城汇作为天河区

规模最大的地下商业综合体，汇聚了超过

400 家商铺，内部动线复杂。尤其在午、晚高

峰时段，订单量激增，配送压力巨大，被业内

公认为“广州配送难度 TOP1区域”。

据美团花城汇站点负责人介绍，花城汇商

区的配送难度对新骑手构成显著挑战，导致站

点新人留存率偏低。为有效应对这一难题，站

点充分发挥资深骑手的“传帮带”作用。

90 后本地骑手潘中鍪凭借对区域商铺

位置的精准掌握，被同事们誉为“活地图”，主

动承担起新骑手带教任务，显著提升了新人

的适应能力与工作效率。多位新骑手表示，

“无论哪家店铺的位置，潘师傅都能精准指

引。”凭借出色的表现，潘中鍪也通过骑手晋

升计划成为站点的副站长。

数据显示，美团配送管理岗位有 86%是

由骑手晋升而来。长期以来，为持续完善骑

手群体人才发展体系，美团通过建立完善的

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新手帮扶、站长培养、学

历提升等发展通道，切实提升骑手就业体验，

拓展其发展空间。

“夫妻骑手”也是花城汇站点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来自江苏的 80 后骑手方平生夫妇

便是其中的代表。方平生于 2021 年入职美

团，此前从事个体经营。入职美团至今，他一

直保持着 0 差评、0 投诉的服务记录，是站点

最受客户好评的标杆骑手。2023 年，其妻子

也加入该站点成为一名骑手。夫妻二人通过

辛勤工作，家庭月收入稳定在 2万元以上。

近年来，美团推出“骑手暖心餐”“骑手养

老保险试点”“防疲劳配送机制”等一系列长

线保障举措，切实提升骑手的获得感、幸福感

与归属感。“为帮助骑手群体更好融入城市，

美团积极构建友好社会生态。除节日关怀

外，持续推进商圈、社区、楼宇等‘友好场景’

落地，积极建设‘骑手友好社区’。”美团广东

省公共事务总监黄雪姣表示，在多方共同努

力下，目前已在广州、深圳等 150多个城市建

成 2.5万余个骑手友好社区。

6月 1日起，美团全面升级“骑手大病关怀

计划”。此次升级不仅扩大了保障病种范围，

更创新性地将众包骑手的未成年子女纳入保

障范畴，力求为骑手家庭构筑更坚实的健康防

线，有效减轻重大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

建设骑手友好社区、建立人才培养体系、推出长线保障举措——

美团为外卖骑手保障多重赋能

“老经验”碰撞“新思路”激活乡村人才池

近日，浙江省江山市碗窑乡府前村负责人带领选调生，
在共富联合体项目熟悉工作。

近年来，碗窑乡创新实施“人才兴村”战略，以“一村一
品”特色产业建设为契机，引进水利、乡村旅游等领域专业人
才与村书记建立帮带关系，让“老经验”碰撞“新思路”，变人
才优势为经济发展优势。

本报通讯员 毛林哲 摄

战高温 保安全

6月 16日下午，江苏南京城区骄阳似
火，室外实时气温达35℃。在南京南站站
房屋面，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
京房建公寓段南京南高铁房建工区的职工
们冒着酷暑高温，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屋面
采光玻璃密封胶条的“触摸式检查”任务。

他们或俯身细察，或探身触摸，在滚烫
的金属屋面和强烈的阳光直射下，凭借经
验和指尖的触感，仔细排查每一处胶条的
老化、开裂或密封失效隐患，确保站房设施
在极端天气下的安全稳固，为南来北往的
旅客筑牢出行安全屏障。

本报记者 黄洪涛 摄

“健康哨所”搬到家门口了！
本报讯 （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吴非儿）清晨，工地活

动板房前，项目部安全总监宋春城刚戴好安全帽，正碰见

架子工张帅师傅揉着发酸的肩膀往外走。“老张，又扛

着？看你这两天肩膀也总端着！瞧见没？项目部把‘健

康哨所’都搬到咱家门口了！走，咱俩检查去！”在中铁六

局浑南科技城六期施工现场，项目部专门请了附近的桃

仙卫生院医护团队，给工友做免费体检。

简易却温馨的体检区，工人们有序排队，“白大褂”们身

影忙碌。量血压、测血糖、心肺听诊、中医体质辨识……这

些基础检查项目，正是筛查潜在健康风险的“预警雷达”。

这份“不请自来”的关怀，成为工棚里看得见、摸得着的暖

意，提升了工友们的归属感与幸福指数。

此次卫生院带来的不仅是体检，更是一堂生动的工

地健康科普。医护人员结合检查结果，讲解常见职业病

的预防、中医调理妙方以及日常保健要点。工友们围在

咨询台前，听得津津有味。这一场工地里的健康之约，搭

的是脉脉温情，暖的是工友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