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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周崇琼 记者 刘
鑫宇）为帮助市民提高反毒禁毒意识，
从源头上杜绝毒品的影响和危害，近
日，大石街道积极开展禁毒宣传，为百
姓筑牢“平安盾牌”。

4月27日，记者看到，大石街道犁头
村网格干部 在 向 过 往 村 民 发 放 禁 毒
宣 传 资 料 。 网 格 干 部 表 示 ，今 天 恰

逢赶场天，像这种边发资料边讲解，
老 百 姓 更 容 易 理 解 ，有 助 于 提 高 老
百姓的反毒禁毒意识。常见的毒品
有鸦片、海洛因、大麻、冰毒，罂粟也
是毒品，大家一定要识毒、拒毒。”网
格 宣 传 员 面 对 面 与 市 民 交 流 ，向 大
家 展 示 毒 品 的 相 关 图 片 ，帮 助 大 家
识 别 毒 品 ，正 确 引 导 广 大 市 民 做 到

不种毒、不制毒、不贩毒、不吸毒，倡
导大家群策群力、全民参与，增强自
我 保 护 意 识 ，做 禁 毒 拒 毒 反 毒 的 宣
传 员 、践 行 者 ，养 成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共 同 构 建 良 好 的 社 会 环 境 。 禁
毒 宣 传 活 动 吸 引 了 许 多 市 民 围 观 ，
他 们 纷 纷 加 入 到 义 务 宣 传 活 动 中 ，
表示要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近段时间来，大石街道工作人员深
入到小区楼栋、农村院坝、田间地头、企
业学校，开展“反毒禁毒·珍爱生命”宣
传活动，大力营造反毒禁毒的良好氛
围。截至目前，该街道开展了赶场天宣
传 3 次、小区院坝微宣讲 200 余次，发放
宣传资料10000份，受教群众达30000余
人。

大石街道

开展禁毒宣传 提升群众禁毒意识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预备学校赴法学生代表名册

（上接5月10日3版）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结

束了在巴耶中学的俭学生活，来
到法国南部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
钢铁厂当了 20 多天轧钢工，此后
又在其他工厂打短工维持生活。
他 后 来 回 忆 ：“ 每 天 随 机 器 运
转……稍有疏忽，就被烙伤。”

1922年，法国经济好转，邓小
平来到小城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
厂做工。“在这里，邓小平逐渐接
受了革命思想。”周勇说，在赵世
炎、王若飞等的影响下，邓小平开
始阅读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
报，如《新青年》等。

邓小平后来在日记中回忆：
“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
八 九 两 卷 及 社 会 主 义 讨 论
集……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
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
的。”

1922 年 6 月 11 日，邓小平离
开夏莱特来到巴黎，不久后正式
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此，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
为之奋斗一生。

很多人都和邓小平一样，在
留法勤工俭学的过程中，通过比
较、分析、研究，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走上了革命道路，聂荣臻也是
其中之一。

“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
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
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
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
胞之均有衣有食也……”

“这封聂荣臻写于1922年6月
3日的家书，标志着他的世界观发
生根本转变，即由实业救国转向
社会革命。1923 年春，他经赵世
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相关负责
人说。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这一
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
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
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
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一座故居
赓续留法勤工俭学记忆

“这里是周贡植的故居，他是一位烈士，大家和我一起
来了解他的事迹吧。”近日，7岁的女孩儿王晓凝对着爸爸
王松的手机镜头说。

王松有一个社交账号，专门用视频记录女儿的成长。
让父女俩感触的是，这位和邓小平等一同赴法的青年，
1928年牺牲时年仅29岁。

2019年7月1日，修缮完成的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
会议会址暨周贡植故居对外开放，“初心·使命·奋
斗——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同时在故
居开展。去年，该故居获评“2020年度重庆市文物利用优
秀项目”。

展览中，周贡植留法贷款收据、盎特莱蓬号邮轮模型
等史料和藏品，立体、生动讲述了邓小平、周贡植等川渝青
年以重庆为起点，向西方学习，立志改造中国的故事。

说起周贡植的史料，周勇谈到了去年的一个发现。当
他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查阅父亲周永林向该馆捐赠的
文物史料时，无意间发现其中有一张周贡植亲笔签名的明
信片。明信片正面是周贡植的照片，背面是他的手书“中
华民国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深山君为余摄于蒙达尔之一运
河边”，落款为“文楷”。经鉴定，这是周贡植的唯一存世手
迹，十分珍贵。

除了周贡植故居所在的九龙坡区外，一些区县也十分
注重挖掘和利用留法勤工俭学史料。巴南区档案馆珍藏
了近90件留法勤工俭学档案，计划今年结集成册出版，让
尘封的档案“活”起来，服务于学术研究。江津已推出《冉
钧传》，并正在整理钟汝梅烈士事迹，筹备钟汝梅烈士资料
陈列室。

“我建议在今天的重庆第二十九中学（重庆留法预备
学校所在地）辟出展厅，全面展示从重庆出发的留法勤工
俭学学生群体的求学和革命之路。”周勇建议。

他表示，如今，我们更应具有家国天下的博大情怀，将
个人理想奋斗融入祖国建设，勇担时代使命，努力为祖国
的发展改革贡献力量，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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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重庆移
通学院爱莲书院以

“百‘花’盛开、为爱而
来”为主题开展母亲
节主题活动。活动设
置了插花区、亲子区、
烘焙区、指艺区等主
题活动专区，学生们
在老师的指导下，将
一支支鲜花通过修
剪、整枝、搭配，错落
有致地插在花盆中，
完成自制插花。在花
墙前，母亲在彩色小
卡片上写下对孩子未
来的期许，孩子们用
稚嫩的语言和文字书
写着对母亲的爱与关
心。

记者 谌永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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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如一日行走在乡村的
邮路上，无论风霜雨雪还是似
火骄阳，从来没能阻挡住她的
脚步，每天都按时把每一张报
纸、每一份邮件、每一个包裹送
到客户手中，经手投递的几十
万件邮件包裹全都及时送达而
无一延误，她成为了村里与外
界连接的爱心使者。

她叫廖春容，在过去的 24
年里，她是中国邮政合川片区
分公司肖家邮政所的一名投递
员，她曾一个人担负着全肖家
镇原17个村（后合并成4个村）
的全部信件投递工作。

行程20多万公里
穿破40多双鞋

1998 年，在廖春容刚参加
工作的时候，作为偏远乡镇的
肖家镇交通十分落后，村与村
之间相连的是一条条泥泞小
道，那时送信只能靠双脚。睛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这是廖
春容邮路上的真实写照，下雨
天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泥
泞路上，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赶
路；烈日炎炎的夏天，汗水浸湿
了衣服，脚底磨起了水泡。因
投递工作的特殊性，从来没有
休息日，天天都有邮件，她成了
村里与外界连接的使者。穿梭

在山间的沟沟壑壑、村村社社，
一两月下来，她穿的鞋不是脱
帮就是断底，24年来，她累计行
程达20多万公里，穿破了40多
双运动鞋。

随着国家“村村通”工程的
实施，肖家镇部分乡村道路逐
渐实现了硬化，这给廖春容的
乡 邮 投 递 工 作 提 供 了 方 便 。
2003 年，廖春容自掏腰包买了
第一辆自行车，开始骑自行车
投递，“遇到硬化了的路就骑自
行车，遇到雨天泥泞地，就扛着
自行车抄小道走。”从 2003 年
到去年，她上班都要骑着自行
车独自穿行往返在方圆 20 多
公里的乡村道路上，她已骑坏
了3辆自行车。从去年8月起，
因为工作需要，廖春容被调到
龙市镇邮政所主要从事揽收工
作，至此，她下乡的时间才稍微
少了一些。

重复的工作
她做得有滋有味

最 近 十 多 年 ，随 着 网
络 时 代 的 到 来 ，书 信 和 电
报 等 逐 渐 淡 出 了 人 们 的 生
活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包 裹 和
网 购 商 品 ，乡 村 邮 递 员 的
职 责 也 在 不 断 延 伸 ，增 加
了 代 购 种 子 肥 料 等 服 务 ，

邮 包 不 断 加
重 。 廖 春 容
每 天 不 是 在
送 邮 件 就 是
在 送 农 资 ，
无 论 刮 风 下
雨 还 是 农 忙
假 期 ，她 从
来 没 有 一 天 耽 误 。

24 年干着同一件事，哪能
不枯燥？可廖春容从来没有
过怨言，也没考虑过要转行。
说起这事，廖春容坦言她是受
了婆婆颜玉兰的影响。颜玉
兰是肖家邮政所一名老职工，
在岗位上任劳任怨干了几十
年。那个年代的邮递员待遇
低工作累，一直很缺人。退休
前，颜玉兰拉着刚结婚的儿媳
廖春容的手说：“你为人诚实，
做事踏实，又能吃苦，你干脆
把我身上这个担子接过去。”
就这样，受婆婆的影响，25 岁
的廖春容成为了肖家镇邮政
所的一名编外投递员，而这一
干就是 24 年。

廖 春 容 刚 开 始 工 作 时 ，
按政策编外的邮递员是没有
固 定 工 资 的 ，每 送 达 一 个 邮
件 才 有 点 微 薄 的 报 酬 ，尽 管
廖春容天天都奔波在乡村路
上 ，一 个 月 下 来 收 入 最 多 才
两三百元，直到 2005 年，才开

始 领 工 资 ，从 最 初 月 薪 700
元 ，到 现 在 3000 元 左 右 。 而
在 廖 春 容 的 同 龄 人 中 ，外 出
打工者早在 20 年前月薪就能
上 千 元 ，现 在 很 多 都 领 着 月
薪 上 万 的 待 遇 。 常 有 人 劝
她：“干邮递员辛苦不说，挣
钱 也 不 多 ，怎 么 不 想 着 换 个
更好的工作啊。”廖春容每次
听到这些，都笑笑说：“干习
惯了，工作顺手了，路也跑熟
了，不舍得离开啊。”

热 爱 、熟 悉 、有 了 感 情 ，
这份重复性的工作廖春容做

得有滋有味。每天 300 多份
报纸、100 多个包裹，几十个
投递点，都得一一送完，中午
饭 从 来 没 有 准 点 ，如 果 邮 件
多 或 者 有 比 较 急 的 邮 件 ，晚
上还要加班送。肖家镇的每
一个弯弯道道、村村户户，廖
春 容 记 得 明 明 白 白 ，应 该 走
什么路，去哪一家，拿到信件
的 那 一 刻 ，她 马 上 就 能 规 划
出线路图，在这条乡邮路上，
她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

在中邮合川片区分公司
龙市邮政支局局长杨丽萍心
目 中 ，廖 春 容 是 支 局 中 最 优
秀的职工之一。“邮件交到她
手 里 最 让 人 放 心 ，无 论 什 么
情况，她都会准时送出去，几
十年里从来没有接到过一次
客户的投诉。”

她投递的是情感和信任

在肖家镇许多村民的心
中，廖春容投递的不只是邮件，

还有快乐、情感和信任。
有一年夏天，邮政所收到

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地址是
离邮政所较远的一个村。那几
天正下着大雨，原本就不平整
的乡村路更烂了，廖春容没有
犹豫，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可
没走多远自行车就无法通行，
廖春容只得把车子放在一户村
民家里，用双脚蹚水步行一个
多小时，中午 1 点多的时候，终
于把通知书送到孩子父母手
中，那一刻她心头的石头才落
了地，总算没有耽误孩子。看
着廖春容裤腿和鞋上厚厚的泥
浆，对方感动不已，赶紧从自家
屋前种的梨树上摘几个梨子塞
进她的邮包，在廖春容无论如
何都推脱不了的情况下，拿起
梨子一口咬下去：“那一刻感觉
全世界都好甜！”

60 多岁的帅奶奶原本和
唯 一 的 儿 子 相 依 为 命 ，不 料
在 10 多年前儿子却犯法锒铛
入狱。那些年帅奶奶每隔一
段时间都要给儿子汇一笔钱
去，但帅奶奶不识字，出于对
廖 春 容 的 信 任 ，每 次 帅 奶 奶
都 让 廖 春 容 帮 她 代 办 。 后
来，儿子出狱了，帅奶奶带着
儿 子 ，提 着 自 家 的 土 鸡 蛋 前
来感谢廖春容。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每
当她在乡村路上遇到自行车爆
胎或是没气时，总有路过的村
民主动前来帮一把。她出发时
邮包里装的是一包邮件，回来
时经常有村民硬塞的一个煮鸡
蛋、或一把花生……多年来，廖
春容的足迹遍及肖家镇的角角
落落，这也让她成了镇上远近
闻名的“名人”，无论走到哪里，
都有人热情地和她打招呼，面
对村民对她的尊重和信任，她
由衷地觉得自己的付出和辛苦
是值得的。

岁月无情催人老。当年
正值花样年华的廖春容载着
邮包已走了 24 年，今年 49 岁
的她额头上开始有了皱纹，可
激情的脚步依然不变，她一直
坚守在乡邮路上，那么执著。
她说：“干一行，爱一行。我会
继续努力，不愧这一身‘邮政
绿’。”

最是坚守动人心最是坚守动人心
———记女邮递员廖春容—记女邮递员廖春容2424年的乡邮情年的乡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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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乡村路廖春容走了24年

廖春容将邮件交给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