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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多公里
每位鼓浪屿
好小哥全年
走5000多公
里 ，日 均 行
走服务里程
15 公 里 ，每
人每天的步
数4万打底，
人均每月穿
坏2双鞋

100件
厦门邮政鼓
浪屿寄递营
业 部 统 计 ，
鼓浪屿好小
哥人均每日
投 送 快 递
100件左右

常做的暖心事
是游客的免费导游
给老人送餐理发读报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特别的送货路

拉着小拖车爬坡上坎
日均行走15公里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每天6时，鼓浪屿好小哥就已
抵达第一码头，把第一班快件送
上货船，再搭乘客船到鼓浪屿的
黄家渡码头卸货。从早班的交
接、转趟，到开拆、分拣、下段，他们
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当鼓浪屿的
街巷渐渐热闹起来，他们拉着小
拖车爬坡上坎的背影穿梭其中。

这个面积约为1.9平方公里
的小岛地势起伏，道路纵横交
错，由于全面禁行机动车、非机
动车，所有的投递、派送工作，全
靠快递小哥两条腿走出来。有
的小哥不住在鼓浪屿上，他们每
天需要先从家里坐公交车到轮
渡码头，再坐船横穿鹭江，到鼓
浪屿岛上收件，这条路一走，就
是数千趟。

据统计，每位小哥日均行走
服务里程 15 公里，全年得走
5000多公里。京东小哥胡友亮
说：“我们每天的步数4万打底，
基本上都是霸榜朋友圈。”而这些
步数历经的路，多是台阶、陡坡。

胡友亮说，这些年，随着游
客的增加，岛上的伴手礼商店生
意越来越红火。许多游客购买
了鼓浪屿馅饼、凤梨酥、牛轧糖
等特产后，都会选择快递回家。

这些寄托问候的礼物，正是靠快
递小哥们，一件一件送出去的。

在胡友亮眼里，这些快件不
只是纸皮包裹的物件，更承载着
鼓浪屿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作为传递祝福和文化的人，我
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胡
友亮说。

100件，这是顺丰小哥高政
国每天为日光岩、郑成功雕像附
近的居民和商户投递的快件
数。他常说：“每天都在这么美
的风景里投递，是一件让人开心
的事”。其实，岛上风景虽好，却
有不少段上坡路。由于常年步
行投递，他的脸早已晒得黝黑，
平均每个月要穿坏两双鞋。如
此“费鞋”程度，也是岛上其他小
哥的“标配”。

但在他看来，辛苦不值一
提，对工作的高标准也从未松懈
过。

鼓浪屿上，多是独栋的老洋
房。收件时，高政国总是小心翼
翼，不随意踏入院子，而是在门口
等候，收完件还会顺带将居民家
里的垃圾带走。事实上，这也是
所有鼓浪屿好小哥坚持的习惯，
用细节赢得客户的一致好评。

2020 年 7 月 1 日，在厦门市邮政
管理局的号召下，“鼓浪屿好小哥”团
队正式组建，由邮政、顺丰、京东、德
邦、圆通、申通等多家企业快递员代
表共同参与。他们除了做好本职工
作外，还时常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志愿
服务，帮助岛上的孤寡老人、儿童和
游客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成为鼓浪屿一张对外服务
的新名片。

“谢谢你，找回了我姐姐的同窗情
谊，我姐姐2000年就搬离鼓浪屿了，你
们这都能找到，真是厉害！”2020年除
夕的上午，鼓浪屿寄递营业部来了一
位拿着信件的老人，诚挚地向快递小
哥表示感谢。

故事要从2020年1月19日的一次
派件说起。对于快递员来说，这是一
个普通的工作日，但鼓浪屿寄递营业
部却收到了一封不普通的信件。“信封
上写着‘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现世界
文化区）费神鼓浪屿区委常委请查交
林姓家族住家：林*卿、林*瑶女士收’，
边上还备注了‘现年70岁左右’。”对于
这封特殊信件，肖梅滨印象深刻。

“这是一封海外来信，且没有详细
地址，按流程是要退回的。”出生在鼓
浪屿且在快递岗位上干了十几年的肖
梅滨却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判断这是
一封不同寻常的“寻亲信”。“退回这封
信，两地的人要再联系就很难了……”
肖梅滨暗下决心：不能轻易放弃！

然而，要让一封“瞎信”（指由于地
址不清或写错等原因而不能投递的信
件）复活并非易事。肖梅滨发动同事，
尽量回忆这么多年是否投送过两位收
件人的信件，还打电话咨询了岛上居
委会的相关负责人，也向派出所的户
籍部门查询，都没有结果。“唯一的办
法就是一家家查找询问。”肖梅滨和同
事忙了起来。

福建路、复兴路、鹿礁路……正值
春节投递高峰期，鼓浪屿好小哥们在
忙碌中边投递、边寻找，遇到姓林的，
就一家一户询问。功夫不负有心人，
仅用两天时间，快递小哥终于在鹿礁
路找到了收件人的弟弟林老伯！

据了解，这封信件来自菲律宾，是
林老伯的姐姐中学时期的同窗好友寄
来的。早年两人都在鼓浪屿读书，后
来，姐姐的同学出国了，两人最后一次
联系约在36年前。随着年事渐高，远
在国外的同学思念同窗旧友，想寄信
联系却又忘记具体的住址和电话。加
上林老伯的姐姐后来搬离鼓浪屿，这
才使得这封“寻亲信”险些找不到主
人。接到信的那一刻，收信人激动不
已，不停向快递小哥表达谢意。

这不是个例，据了解，数十年来，
鼓浪屿好小哥用心挽救了各类“瞎信”
两百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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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鼓浪屿好小哥把快件送上货船，再搭乘客船到鼓浪屿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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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一座充满文艺气息、无车马喧嚣的美丽小岛。在这
座岛上，有一群快递小哥，他们靠一双脚走街串巷，为岛

上4万多居民以及每日数以万计的进出岛游客提供寄递服务，
被岛民们亲切地称呼为“鼓浪屿好小哥”。

这群快递好小哥，还有多重身份：他们是主动指路的“活地
图”，用热情洋溢的笑脸，为文明琴岛注入活力；他们是热心助
人的“活雷锋”，常年帮助岛上居民，让温情洒满小岛……

他们总说“内心充实又快乐，我们得到的更多”——无论寒
暑冬夏，不管来自哪家企业，他们全步班投递，练就一双双“铁

脚”，用热忱和担当，赢得岛上居民、商户和游客的一致认可，也
捧回了实至名归的荣誉。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的“奋进新征
程 建功新时代”第五届“中国梦·邮政情 寻找最美快递员”活
动在京举行揭晓发布会。来自厦门市的鼓浪屿好小哥团队获
评“全国最美快递员”。这项殊荣，今年全国仅有三个团队获
得，也是全省唯一。

今日，记者带您走近这支队伍，看他们如何用“铁脚”和爱
心，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凡的行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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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本职工作之余，鼓浪屿好小哥还积极参与
各项公益活动。

鼓浪屿地形复杂，好小哥们就成了游客的免费
导游。驻守在这座美丽的岛屿上，他们熟悉鼓浪屿
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人都称得上是鼓浪屿的“活地
图”。有的小哥还特意学了简单的英语会话，为的
就是能无障碍地将国际邮件、快件递送给客户。

帮搬家的居民搬东西，为独居的老人理发、读
报、打扫庭院、帮做家务……好小哥做的好事，数不
胜数。

2019年12月，为满足鼓浪屿长者的用餐需求，
鼓浪屿街道成立了长者餐厅。这对于双目失明的独
居老人薛建民来讲，是个好消息。但由于眼盲行动
不便，老人无法到餐厅用餐，怎么吃上饭成了难题。

“或许我可以找他们帮忙！”薛建民老人想起了
整天奔波在路上的快递员。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
年2月中旬，他拨通了厦门邮政鼓浪屿寄递营业部
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部门经理肖梅滨。在了解了
老人的困难后，肖梅滨立下承诺：“薛大爷您放心，
您吃饭的问题我们包下来了！”

说干就干！肖梅滨将“失明老人需要送餐帮助”
的消息发在微信群里。鼓浪屿好小哥们一呼百应，
纷纷加入送餐队伍。从2022年2月18日那通求助
电话开始，无论寒冬酷暑还是刮风下雨，老人家里每
天都会准时响起鼓浪屿好小哥前来送饭的脚步声。

“我不知道这些孩子们的年龄大小、高矮胖瘦，
但我只要一听到脚步声，就能辨别今天是小肖，还
是大刘，或者是其他人来给我送餐了！”老人感慨地
说，“他们真是好人啊！”

薛建民并不是鼓浪屿好小哥帮扶的第一位老
人，而是“数不清的第几位”。“在奉献爱心的过程
中，我们也收获了满满的真心。”正如高政国在“最
美快递员”颁奖现场所说：“有时候我们举手之劳的
一件小事，都被岛上的叔叔阿姨记在心上。他们来
到网点感谢我们，还拿出亲手做的小吃给我们品
尝。他们大都讲闽南话，我虽然听不太懂，但能感
受到他们的开心。我和他们一样开心。”

一同进京领奖的肖梅滨也坦言，帮助老人让他
们内心充实又快乐，“我们得到的更多”。作为鼓浪
屿好小哥联合支部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厦门邮政鼓
浪屿寄递营业部部门经理，肖梅滨已在鼓浪屿行走
了27个春秋，是献爱心的一员，也总是被温情故事
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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