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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肖洋 徐湘东
席秦岭）6月1日上午，“马班邮路”信使、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凉山州分公司副
调研员王顺友同志的告别仪式在木里县
殡仪馆举行。5月30日凌晨1点30分，
王顺友在木里县家中突发疾病不幸逝
世，享年56岁。

王顺友，1965年12月生于凉山州木
里县，苗族，200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从 1985 年 11 月开始，他负责木里
县城至白碉乡、三桷桠乡、倮波乡、卡拉
乡、李子坪乡邮件投递工作。2014年11
月至今，任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凉山
州分公司副调研员。

王顺友曾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劳动模范、2005 年度“感动中
国”十大人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敬业奉献道德模范、100 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等荣誉。当选四川省
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四川省第九、第十次
党代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

ー个人，一匹马，一条路。在木里绵
延数百公里的雪域高原上，王顺友牵着
马踽踽独行的情景是当地老百姓心中生
动的映像。30 多年来，他行程 34 万公
里，每年投递各类邮件近万件，没有延误
过一个班期，没有丢失过一份邮件，投递
准确率达100%。

王顺友用一个人的长征，传邮万
里。他曾说：“乡亲们需要我，我也离不

开他们。”他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为
人民服务不算苦，再苦再累都幸福”的人
生信条，32 年如一日，把党和政府的声
音传递到基层一线。他的一生体现了

“马班邮路”信使坚守岗位、服务人民、淡
泊名利、默默奉献的优秀品质。

6月1日上午，王顺友同志的告别仪
式举行。中央有关部门、省委省政府、州
委州政府、各级邮政系统以及相关部门
对王顺友同志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
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社会各界以及
王顺友曾服务过的群众前往送别或以各
种方式表示哀悼。

凉山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木里县
委书记张振国受州委、州政府委托，代表

凉山州委、州政府和木里县向王顺友家
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他说，王顺友同
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
绩，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精彩人
生，创造了邮政史上的传奇。我们要弘
扬“马班邮路”精神，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认真践行他“为人民服务不算苦，再苦再
累都幸福”的人生信条，积极投身木里经
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为建设更加美
好的木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四川省邮政公司总经理廖涛说，王
顺友同志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服务人民
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将永远留在我
们心中，“马班邮路”精神是邮政传家宝，
我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肖洋 徐湘东 席秦岭

在王顺友告别仪式上，来送别他的人很
多，这是32年里，他用脚步和大家结下的情
谊。32年里，他每月都会跨过几十座海拔
1000米到5000米的高山，经过冬季气温在
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察尔瓦山和夏季闷热干
湿的雅砻江河谷，风雨无阻，将信件、书报、大
学录取通知书等，送到深山里的群众手中。

如今，被他扶上马背送去上学的孩
子成了校长，那些他爬过的山、越过的河
修起了公路，他却突然离开了大家，令不
少亲友、同事都感到震惊。

爸爸去哪儿了？
他曾怨恨长期不回家的父亲

父亲王顺友去世后，王银海一直没
怎么休息，他忙着招呼亲友、安排各种杂
事。偶尔坐下时，整个人显得十分疲惫，
双眼通红伴着微肿。

在王银海印象里，父亲老实本分，言
语不多，总是在外面忙碌。王银海读小
学一年级时，父亲曾把他从乡下带到县
城，他原以为就此可以和父亲在一起生
活，但后来他发现，父亲常常要出门送
信，他总是被父亲丢在同事家里。“爸爸
去哪儿了？”在长时间的等待中，这是他
心中最大的疑问。

有时，父亲的同事会告诉他：“你爸
爸下乡去了。”王银海说，那时他不懂事，
心里的想念常常化作怨恨，抱怨父亲对
自己关心不够。

上小学二年级时，王银海又被带回
乡下。父亲回家的时间更少，父子俩常
常一两个月才能见一次面。

年龄稍长，他终于能理解父亲为什

么常常十天半月不回家，开始明白父亲
不归家的日子里，会走多少路，熬多少孤
独。他开始觉得父亲很酷，并从初中开
始，立志也要当一名邮递员。“看大山大
水，把信件送到村民手中，很有意义。”

跟着父亲走邮路
他体会到父亲一个人的不易

初二那年，王银海终于有机会和父
亲一起出门送信。那天，母亲天不亮就
把马喂好，父子俩从县城取了包裹、信
件，拿好干粮便出发了。

第一天，由于感觉很兴奋，他常常走
在父亲前面。第二天，走了一段路，他便
走不动了。“父亲觉得我不行了，便将我
抱上马。”王银海说，实际上，父亲很心疼
他的马，因为在长期的旅途中，马不仅要
驮包裹信件，还要驮一路上的衣物干粮，

所以走了一段路后，父亲觉得马也很累，
又把他从马背上抱下来。

到达三桷桠乡后，王银海实在走不
动了，瘫倒在地。“到下一个乡路程还远，
我们才走了一小部分。”父亲提醒他，前
路还很漫长。王银海只好打起精神继续
往前走。回想起旅途的艰险和夜宿山头
的不便，他开始体会到父亲的不易。“我
才走了邮路的一小段，而他已往返走了
10多年。”王银海说。

2006年，毕业后的王银海追随父亲
的脚步，成为邮政木里公司的一员。

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几天没合眼的
王银海疲态尽显。致辞时，他说，他为痛
失父亲而感到万分悲痛，但同时，他也因
有这样一个平凡却伟大的父亲而感到骄
傲。作为儿子，他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
发热，将父亲的马班邮路精神传承下去。

2005年，王顺友（右二）和家人在北京合影。石进 摄

同事追忆王顺友：

他是我们的老大哥
工作中像头牛

得知王顺友去世的消息时，和
他相识了34年的何勇有些不敢相
信，去王顺友家时，他还和往常一
样，买了一瓶小酒。直到走到王顺
友家，看着被白布盖着的“老大哥”
时，他打开酒，第一次有了好友去
世了的感觉。事发突然，他没有伤
心，只是嫌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只
能招呼来往的客人。那天，他们单
位的同事，只要不值班，人都到齐
了。

何勇说，王顺友比他大七八
岁，两人相识已有34年。1987年，
他接父亲的班进入邮局工作，和王
顺友成为同事。因为年龄小，没法
一个人进入深山老林，他先后做过
电报员、汽车押运员等工作，后来
才进入邮递员行列。“这份工作技
术含量不高，设定好路线，剩下的
就是坚持和责任。”何勇说。

那时，何勇和王顺友跑同一条
线，只是方向不同。他负责列瓦、
下麦地、芽租三个乡，王顺友则负
责白碉、三桷桠、倮波、卡拉、李子
坪乡。他的路线近，基本两天能跑
个来回，王顺友的路线远，出去一
趟最少需要十四五天。

何勇说，王顺友每个月要跑两
趟，其间，有两天时间会回到单位
休息。因为家人都不在县城，他们
几个聚在一起，就是最亲的人。每
次碰到，他们都会打一两斤酒，找
个干净的地方坐下，把酒倒在碗
里，一人一口传着喝。聚在一起，
大家会互相吹牛，开彼此的玩笑，
但约定俗成，都不谈工作。

因为这份邮递工作，他们喜欢
上喝酒。木里山区偏远难走，翻山
越岭，涉水过河是常态，长时间的
跋涉，人会变得非常疲惫，累得受
不了时，喝点酒就能缓解疲劳，长
此以往，喝酒渐渐成为他们的一种
习惯。

何勇说，在他们这群人里，王
顺友年龄最大，后面条件越来越
好，公路延伸到每个角落，很多人
开始骑摩托、坐汽车送邮件，但王
顺友上了年纪，学不会摩托车，走
那条邮路时，依旧牵着他的马。但
无论如何，和以前的艰苦条件相
比，王顺友的投递效率也有了巨大
飞跃，一年时间里，他们碰面的机
会增加了不少。一见面，大家总是
互相开玩笑，他们给王顺友起了很
多称呼，“老王”“大哥”等，几乎是
怎么喜欢怎么来。而王顺友也会
在喝酒之后，给他们唱山歌，逗一
逗新来的年轻人，“那个感觉，真的
像是一家人一样。”

老友逝去，何勇很伤心，“认识
几十年了，想要忘记也要几十年。”
在他的印象里，王顺友像一头牛一
样干活，老老实实，任何人都有偷
懒的时候，但他不会，工作该怎样
就怎样，“他就像一颗钉子，直直地
钉在木板上，一点也不动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肖洋 徐湘东席秦岭

王顺友告别仪式在凉山木里举行

“马班邮路”信使，一路走好

“马班邮路”依然有马蹄声回响
王顺友的儿子王银海：跟着父亲的脚步，传承马班邮路精神

6月1日上午，王顺友告别仪式在木里县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