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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赵钦熙

“我们的使命就是把革命先辈的故事讲给
更多人听，把他们用血肉铸成的红色基因永远
传承下去！”在位于威海市文登区的天福山起义
纪念馆里，天福山女子民兵班班长邹瑰馥说。

1938年初，12名女青年同一天到达文登大水
泊镇，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为著
名的王氏十二姐妹。如今这段红色故事还在延
续——— 天福山女子民兵班正以满腔热情进行红
色宣讲。

天福山女子民兵班是威海市首个女子民兵
班，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现有13名民兵，肩负
着国防教育、征兵政策、民兵教育鼓动等宣传讲
解任务。

靠“嘴皮子”，更靠“脚板子”

2019年3月8日，天福山女子民兵班正式成
立。

“成立女子民兵班，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防
后备力量建设，推动优化民兵质量结构。”文登
区人民武装部部长迟桂刚说，“她们的职责有很
多，最重要的一项是做讲解员，当好胶东革命精
神的宣讲者、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者、红色文化
的推介者。”

目前的女子民兵班有13人，其中有两名男
民兵，他们的年龄从25岁到44岁不等。

提及工作，邹瑰馥和副班长田淑丽忍不住
对视一眼，笑了。邹瑰馥掰着手指，边数边说：

“目前由我们负责讲解的有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红色胶东馆、昆嵛山红军纪念馆等9个展馆，年
底前还会增加6个。还有全区的红色文化宣讲、
中小学的红色课堂、国防教育宣传……我们的

‘战场’遍布全区各地。”
忙，是大家的共识。“因为每周一的参观团

少，这天就是我们人最齐的时候，大部分人能凑
一起开个会，其他的时候，别说见不着人，接打
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田淑丽说，每个人不仅负
责讲解，还要各负其责去挖掘红色文化，“这几
天，我忙着参加一项比赛，每天都要熬到后半
夜。”

女民兵于清一个人就负责6个展馆的解说，
“天天当‘飞人’，有时候一天要辗转好几个展
馆。”今年4月份到6月份，她没有休过一个周末，
而这种“加班”还是非一般的劳累，“每个周末要
爬两趟‘老蜂窝’。”

“老蜂窝”是昆嵛山主峰泰礴顶东侧的一处
洞穴。这里曾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训练的地方，
曾发生过激烈战斗。从4月份开始，威高集团组
织员工走访红色印迹，其中就包括“老蜂窝”。

“老蜂窝”位于海拔923米的泰礴顶下方，且山路
崎岖、荆棘遍布，部分陡峭的路段需要靠绳索攀
爬才能上得去。于清和同事牛一杰多次踩点，整

理好解说词，之后便开始了频繁的登山运动。
“那时候，天还比较冷，风也大。但一天下

来，衣服上都是汗碱。”于清说，她边爬山边讲
解，“觉得气儿都喘不匀。”但她一直咬牙坚持
着，“有这么多人学习红色文化，再累也值”。

于佳平是两名男民兵之一，今年4月份才加
入到女子民兵班，之前在文登区七里汤小学做
了7年教师。“真没想到当民兵会这么累。”30岁
的于佳平说，“压力虽然大，但心情好。”

邹瑰馥说：“我们民兵也是兵，同样以军人
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挖掘红色文化，讲述红色
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就是我们的‘战
斗’。”

不当“录音机”，投入真感情

每逢周一，在整栋大楼里找到天福山女子
民兵班的办公室，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它是声
响最大的地方，循声便可找到。尽管房门紧闭，
还是能清晰地听到里面传来“朗朗书声”，推门
而进，只见每个人或捧着手机或捧着笔记本，心
无旁骛地练习着绕口令。

“做讲解员，门槛很低，但要求很高。”邹瑰
馥说，“尤其是做一名红色文化讲解员，不仅要
具备主持人的风范、演讲者的口才，还要有政治
家的敏锐、心理学家的洞察力和政务人员的接
待能力。”

2016年6月，胶东（威海）党性教育基地文登
教学管理办公室成立，邹瑰馥等几名优秀女教
师被抽调到这里的业务科工作，开始担任天福

山起义纪念馆等展馆的讲解工作。在三尺讲台
上耕耘多年的她们，放弃过往，一切归零。

女子民兵班就是以业务科为班底组建的。
现有的13名民兵中，有9人是教师，其他4人是通
过社会公开招考录用的，有的曾是会计，有的曾
是接线员，但13人无一有过当讲解员的经历。

这次“改行”有多难？邹瑰馥的例子可见一
斑。

邹瑰馥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三天内背熟近
两万字的讲解词。“把我的脑子当成电脑了？”邹
瑰馥惊异于任务的艰巨，“更大的问题是，从来
没做过讲解员，不知道怎么去讲解，对讲解内容
里的人物和历史事件也不熟悉。”紧迫的时间容
不得她有半丝犹豫，“没别的办法，跟时间赛跑
呗。那三天，平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只要睁
着眼就在背稿子。”

这一次，邹瑰馥圆满完成了任务，但不得不
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 整个团队都是跟她一
样的零基础讲解员。怎样才能在短时间内打造
一支高素质的讲解团队？增强大家的荣誉感，丰
富每个人的文化底蕴，不断学习再学习，这些都
是必需的方法。“起初，我们都以为，把讲解词背
下来，再字正腔圆地说出来，任务就完成了。”邹
瑰馥说，“事实证明，当一名红色文化的宣讲者
绝不是把自己当成‘录音机’，我们的讲解必须
有温度，有感染力。”

于佳平一度就把自己当成了“录音机”，他
曾在将军墙下讲解张玉华将军的故事，之后遭
到了同事们的“围攻”，“姐姐们都说我的讲解太
生硬，没感情。”原因就在于，刚参加工作的于佳

平还没有让张玉华走进自己的内心。“其实，我
们也没见过他老人家，但我们在不断发掘他的
故事，对老人了解得越多，对这位可敬可亲的老
人的感情就越深。”邹瑰馥说，“老人活在了我们
心里，我们再讲出来自然就有感情。”

2017年9月10日，101岁的张玉华逝世。那一
天的讲解中，于清边讲边哭，一度哽咽到不能继
续讲解。“事后，我给班长打电话说‘我讲不下去
了，得换个人来。’”于清说，谁来讲都是一样哭，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天，“我们跟老人的感情太
深了。”

“在我们的工作中，用心，用力，用情，每一
项都是不可或缺的。”邹瑰馥说。

不当“传声筒”，发掘新故事

不久前，中小学开学，邹瑰馥接到一个学校
的电话，请女子民兵班去作一次爱国教育宣讲。
但这次的宣讲只能利用课间操时间，不能超过
10分钟。邹瑰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派于清去完
成这项任务。“时间越短，讲解越难，既要把大量
内容浓缩，又得让他们听进心里。”于清说，“我
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宣讲的机会。”宣讲完毕，操
场上掌声雷动，见学生们眼噙泪花不停鼓掌，于
清很自豪也很欣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付出这么多，就是为了让红色文化深入人心。”

女子民兵班的各种宣讲不断出现在企事业
单位、社区、乡镇、驻地部队。“累是累了点，但我
们不同于旅游景点的讲解员，我们穿着这身橄
榄绿制服，就要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邹瑰

馥说，“我们的讲解，不只是让人们了解历史，还
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为了讲好红色故事，邹瑰馥带着队员们持
续开展“寻访先辈足迹，传承红色精神”的活
动，根据残缺的线索逐村去走访，发掘新鲜的
历史故事。邹瑰馥说：“最初的讲解词是专家
写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多次再加工，
新增的素材就是靠我们一步步走着发掘出来
的。”

2017年冬天，她们在文登区界石镇阎家泊
子村走访时，听说村里有位党龄70多年的老党
员。就这样，她们走进了百岁老人王淑贞的家，
细谈之下才发现，王淑贞竟然是革命烈士刘福
考的遗孀。“一家7口人，5名党员，其中两个是烈
士。”田淑丽说，“刘福考在1936年牺牲后，王奶
奶成为地下交通员，在1939年入了党，她的入党
申请书上写了两条入党原因———‘为我男人报
仇；为了将来的幸福！’”

“一段久远的历史，一个模糊的人物，经过
老人的口述变得清晰了，鲜活了。”在展馆里再
讲起刘福考，田淑丽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必然
再讲起王淑贞，“那个裹着小脚，在山路上摸着
黑去送情报的胶东妇女，就在我们的身边。”

之后，王淑贞的故事被传递到了文登区的
14个乡镇，被多家媒体刊载而众所周知，也被中
组部纳入全国红色故事宣讲库。田淑丽带着王
淑贞的故事登上了山东省红色故事大赛的舞
台，获得全省第五名的好成绩。

在讲解中，时常会有参观者突然提出疑问，
面对这种“突袭”，民兵班讲解员总能坦然应对，
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这不是我们有多机
智，而是我们做足了功课。”邹瑰馥说，她们起初
也经常被问得张口结舌，“要想给人一杯水，自
己要有一桶水。这几年，我们一直不停地研究地
方革命史，事无巨细地了解历史和历史人物，发
掘出了很多更新更细的内容。”

有些讲解甚至需要“量身定制”。“比如
说，参观团队来自淄博，我们就事先在两地之
间的关联上备足材料，淄博的兵工厂、新华制
药厂都是从胶东迁移过去的，两地有着密不可
分的感情。”邹瑰馥说，“这么做，能短时间
拉近我们讲解员和观众的距离，让观众听讲解
时更入心。”

每个民兵身上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笔记
本，用来随时记录知识点；风油精，用来驱蚊虫
和止痒，但风油精并不是给自己用的。山上草木
繁茂，蚊虫多，参观者往往没有准备，每当看到
参观者身着短衣裤，民兵会主动递上风油精。民
兵们的体贴入微，常常令参观者感动不已。

“作为红色文化的宣讲者，我不确定我影响
了多少人，但我确定我影响了我身边的所有亲
朋好友。”丛金玲说，“就像那句广告词说的，‘你
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我们就是‘温
暖有光’的人。红色文化的力量，经过我们，经过
他们，会一直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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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她们就是“温暖有光”的人。红色文化的力量，经过她们，会一直传递下去————

天福山上，有一群女民兵讲解员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健

不久前，95后“快递小哥”李庆恒获评杭州
市高层次人才，并获得百万购房补贴，引发社会
关注。而在山东济南也有这样一位85后“快递小
姐姐”卢业亭(右图)，她曾获得山东省邮政投递
员职业技能竞赛个人全能第一名、山东省富民
兴鲁劳动奖章，以及“山东省技术能手”“全国邮
政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近日，2019年度济南
市杰出青年岗位操作能手名单出炉，卢业亭又
榜上有名。

最怕雨雪天，摔跤是常事

9月27日上午10点半，记者在济南市市中区
乐山小区见到卢业亭时，她正跑上跑下，忙着送
快递。这已经是她当天跑的第二趟。

她的电动车后座放着邮政专用的绿色两搭
袋，脚踏板处也是邮件，车筐里则是投递夹、分
发目录和投递路线。“投递夹里是投递清单和给
据邮件，投递线路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选
择最优路线。”现在正值节前高峰期，她每天要
跑5趟，光快递就要送150件左右。

“我们一般早上6点半到岗，对工作现场和
邮件进行消毒、整理自己的工作区域、准备用品
用具；7:20左右将快递包裹分到各个段，然后再
处理平常邮件和报纸；7点半就要去送第一趟快
递包裹了。”卢业亭说，快递对时效要求很高，必
须当班“进口”，当班投递。

别看只有31岁，她已经在这里跑了13年。
二八自行车、深绿色西装式工作服、深绿色

领带……十几年前，还在长清上初中的她喜欢
写信，每次邮递员过来，她都会从教学楼往下看
半天，“当时就觉得这个行业特别光荣。”

“18岁那年，正赶上济南市邮政投递局经二
路投递部招工，我就应聘过来了，一干就是十几
年。”当年第一次独立送信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
前：之前在农村没有见过这么多楼，骑车穿梭在
大街小巷，她感觉既新鲜又兴奋。

第一封信要送到经八路一小区，具体哪栋
楼、哪个单元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门牌号是
403。当爬到四楼时，她傻眼了，因为楼比较老，
门牌号看不清。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敲响了其
中一家的大门，结果真找对了。对方的一句“谢
谢”，让她回味了很久。

最开始，她负责的区域东到青年西路、西到
民生大街、南到经十路、北到经八路。于是，在那
附近，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骑自行车驮着邮政
两搭袋的小姑娘，风驰电掣般穿梭在大街小巷，
好像永远不知疲惫。

2011年前后，他们“鸟枪换炮”，自行车升级
为了电动车，不用再整天蹬着车子跑了。不过随
着电商业务的飞速发展，快递量越来越大，多的
时候，她一趟要驮300斤的快递和报纸。

“最怕下雪天，电动车刹车失灵，只能用脚
刹。”她不止一次滑倒在路上，爬起来先看看快
递有没有事儿。

“我们干的是服务行业，跟市民接触比较
多，难免会被误解。”有一次，她到小区送报纸，
对方说杂志没来，以为她弄丢了，对她一顿指
责。“我回来一查，那期杂志还没有来。”她赶紧
回去给对方解释。

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市民的理
解和支持。2018年年初，天空突降大雨，她在经
八路一小区避雨的时候，一位大爷特意给她送
来一把伞。“你们真不容易！别送信了，先避雨

吧！”大爷的话顿时让她心里热乎乎的。
卢业亭说，送件的成就感和使命感让她一

直坚持到了现在。虽然上班时间自由，但时间长
了，也难免会觉得枯燥乏味，但这种感觉很快又
消散在了送快递的途中以及市民的感谢声中。
用心服务，是她一直坚守的原则。

“您放心，您的邮件已消毒”

13年来，每一个年三十和初一，卢业亭都在
岗上。“我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全年无休。”
越是到了年根儿，他们越忙，早上天不亮就出
门，晚上天黑了才能到家，买年货、买衣服，她都
顾不上。不过家人很体谅她，从来没抱怨过什
么。她直言,多亏了婆婆，做家务还照顾孩子。

疫情期间，投递员是需要面对千家万户的
“逆行者”。每天骑着电动车行在大街上，没有了
往日的车水马龙，只有一阵阵寒风扑面而来，她
特别不适应。以前过春节配送快递时，上门都会
互致一声“过年好”，而今年的新春祝福，要隔着
一米远、戴着口罩问候。

“您放心，您的邮件已经消毒。”这是疫情期
间她说得最多的话。邮件落地先消毒，投递用
车、邮包要消毒，每个快递在送到市民手中之
前，都要进行四五遍消毒。他们还需要戴好口
罩、手套等防护用品。“只有做好自我防护，才是
对客户负责、对家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卢业亭
说，因为派送邮件时，需要签收，为了让用户放
心，她随身携带着一瓶消毒水，每位用户签收邮
件前，她都会用酒精将笔擦拭一下，让用户安
心。

那段时间，她从家里出门就不会再摘下口
罩，工作期间基本不喝水、不吃饭，尽量少上厕
所。疫情给每天的投递工作增加了难度：快递量
很大，小区封闭式管理，代收点也不开。

“当时快递不能进小区，但是报刊和信件需
要送到居民家中。”卢业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乐山小区有居民在国外购买了口罩，通过信函
的方式发了过来。爬上楼敲门之后等了5分钟，
对方才出来，穿着防护服，自己拿着笔和消毒
液。“正常的话，我们要求快递不能落地，为了安
全，她让把快递放到地上，她又消了一遍毒。”

当时很多人在网上购买米、面、油等生活必
需品，而这些都是卢业亭这些投递员给送到居
民家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济南市邮政寄递
服务业务量完成1951 . 44万件，同比增长30 . 53%。

疫情期间，有两件事儿让卢业亭特别感动。
乐山小区一个大爷塞给她5个口罩，嘱咐她做好
防护，当时的口罩最难买；纬一路一个宿舍实行
无接触投递，居委会在小区门口搭了一个快递
架，她直接把快递放到架子上，传达室的阿姨帮
忙整理，大大减轻了她的工作量。

她说，这些年，亏欠最多的是孩子。因为疫
情，孩子在家上网课，但婆婆不会操作电脑，老
师只能给她打电话，她就一点一点指挥婆婆操
作。“对老人来说，这并不容易。”有次8岁的孩子
说：“妈妈，你太忙了，什么时候能陪陪我啊？”这
样的话，听着让人鼻子一酸。

有平淡无奇，才有丰富多彩

送完第二趟，卢业亭回到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济南市分公司寄递事业部经二路第二营业部
时，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一上午，她派发了70
多个快递包裹，送了500多份报纸。“回来第一件
事就是给电动车充电，要不然下午电就不够

了。”卢业亭说，自己每天都要跑50公里以上。
“卢业亭可是我们这里的名人！”经二路第

二营业部主任孙立泉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卢业亭就是山东的快递状元。

2017年6月7日至9日，来自全省各地的80多
名邮政快递员代表在山东通信技术学院举行

“大比武”。竞赛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职业技能
比武两个部分，其中职业技能比武包括接收开
拆处理、包裹分堆排道、揽投情景模拟、投递归
班处理等多个项目。

卢业亭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取得全省“个
人全能奖”第一名、“理论知识考试”项目第二
名、“投递归班处理”项目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并
被授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2017年7月31日，她代表山东邮政分公司参
加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 第五届全国邮政通
信特有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取得全国“个人全能
奖”第十名、全国“理论知识考试（邮务）”项目第
二名、全国“包裹分堆排道（邮务）”项目第七名
的优异成绩，并被授予“全国邮政技术能手”称
号。

卢业亭说，为了备战全国大赛，山东邮政分
公司召集了20名选手进行集训，历时7周。那段
时间，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趁着头脑清醒时学
习理论知识，并将难点、不容易记忆的内容写在
小纸条上；7点准时去操场进行跑步训练，跑步
时还会将小纸条放在手心里，边跑边背；然后就
开始一天的系统训练。

“我上学时都没有这么用功。”她笑着说，当
时一天下来，整个人筋疲力尽，但要强的她一直
憋着一口气，“既然选上了咱，就得尽全力，不能
让自己后悔。”训练时，即使脚上磨出水泡，她也
会咬着牙坚持。“参加完那次集训之后，我明显
感觉自己的业务能力提高了。”集训的成果早已
经体现在了日常工作中。在她看来，这才是最大
的收获。

用汗水浇灌事业，用奋斗成就梦想，用奋进
践行使命。日前，153名2019年度济南市“双能手”
表扬人选名单发布，卢业亭获评“2019年度济南
市杰出青年岗位操作能手”。

卢业亭说，他们的工作平淡无奇，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然而，正是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岗
位，有千千万万像卢业亭这样的人，我们的生活
才变得丰富多彩。匆匆吃过午饭，卢业亭又骑上
电动车，去往下一个投送点。

他们的工作平淡无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而，正是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岗位，我们的生活才变得丰富多彩———

31岁快递“女状元”炼成记

近几年，每逢王淑贞老人的生
日，天福山女子民兵班的民兵们必然
要来贺寿。班长邹瑰馥说：“是王奶
奶那一辈人牺牲自我才给我们换来今
天的幸福。她今年已经106岁了，我
们希望她健在的每一天都幸福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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