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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15 名，奖金各 800 元，颁发获奖

证书

排名不分先后

1、《不褪色的家信——记我与邮政的平凡

记忆》 王轲玮

2、《感恩邮政到永远》 王俊

3、《那一抹绿》 吕亚丽

4、《旅游邮政一二三》 朱国平

5、《在尼玛拉木家做客》 张少中

6、《邮情岁月（组诗）》 吴常青

7、《重走乡邮路》 曾世安

8、《翻阅中国邮政史》 方刚

9、《邮筒的守望》 郭雪强

10、《海峡邮政情》 汪滢

11、《“80后”眼中的邮储银行》 朱振兴

12、《天梯（外2首）》 肖英明

13、《中国邮政赋》 何建建

14、《布兜绿，自行车上的爱》 徐俊印

15、《天南海北寄相思》 陈心怡

二等奖 30 名，奖金各 500 元，颁发获奖

证书

排名不分先后

1、《邮车叮当》 王明亮

2、《“传奇”人物“李大眼”》 陆天阳

3、《野驼乡的女儿》 穆红燕

4、《邮递员老冯》 王艳

5、《永远的邮政情（三章）》 符纯荣

6、《时光穿梭里的信笺》 聂振生

7、《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需要邮递员》 杨雷

8、《我对邮政的衷情》 邢淑燕

9、《一双草鞋》 苏志德

10、《驿站的“情书”》 石玉珠

11、《其人其声》 邢微微

12、《中国邮政，百年振翅》 夏连

13、《家书》 孙文卿

14、《雪花邮路（散文）》 夏功

15、《母亲》 马亨

16、《爱在绿途》 贾兴华

17、《祖孙三代人，浓浓邮政情》 郝成林

18、《南山驿道》 谭会明

19、《集邮于我，是爱好更是孝道》李国平

20、《坚守住被人动过的“奶酪”》 陈龙军

21、《青鸟衔来的爱人》 和武杰

22、《小镇记忆》 陆荣华

23、《醉美风景，最美的你》 安然

24、《永久的悟》 林芝

25、《邮政三字经》 李增录

26、《暖暖邮政情》 龙立霞

27、《小街飞过鸿雁情》 邹安音

28、《与“邮”之缘》 闫化川

29、《一枚邮票的故事》 黄剑

30、《揽收，那抹火红的日子》 齐新书

三等奖 50 名，奖金各 300 元，颁发获奖

证书

排名不分先后

1、《“邮”缘三代人》 胡玄

2、《深化改革创新 实现邮政业“华丽转

身”》 徐升波

3、《一本样刊一堆话题》 程俊霞

4、《乘风破浪会有时》 李和全

5、《我与邮政的二三事》 徐洪法

6、《我有一个绿色的梦》 张渊

7、《一朵默默奉献的花——记江西省铅山

县分公司紫溪所所长郑丽红》 黄义安

8、《百年沧桑“厦门一等邮局”》 戴志民

9、《邮政业改革创新的思路》 陈普兴

10、《小邮电所和大学校园》 张贵芳

11、《用一生丈量步班邮路——记四川省

金阳县邮递员苦尔呷》 贾巴尔且

12、《如何将六盘水邮政代理金融业务发

展出自己的绿色》 高源

13、《绿色情缘》 王芳

14、《大榕树下，那一声清脆的铃响》曾诚

15、《那抹绿，从未走远》 李云杰

16、《我的邮政情结》 王虎

17、《山中，那片温暖的绿色》 魏益君

18、《敬礼》 丁文博

19、《写给母亲的一封信》 嵇绍波

20、《我的邮缘》 杨汝芬

21、《星光闪烁的夜晚》 车承金

22、《为爱储蓄》 张松

23、《我心目中的邮递员》 邓述成

24、《三十四年邮政缘》 张勤光

25、《村邮乐——富了农村乐了村民》

晏传健

26、《集齐56个民族邮票实寄封》 汤礼春

27、《羞答答的玫瑰“邮”路上开》 周建道

28、《您的EMS，请签收》 梁一喆

29、《汇款单上有朵玫瑰花》 陈佳

30、《小邮件总关情》 梁鹰

31、《邮政报刊发行如何面对新形势》

杨世莹

32、《当邮路重开的那个时刻》 苏绍泉

33、《一位普通邮政速递物流员工的一

天》 滕达

34、《村里有个“邮幺爸”》 杨代军

35、《故事在邮路上蜿蜒——追记恩施邮

驿的变迁》 牟澎

36、《浅谈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打造邮政行

业核心价值观》 杨晓玺

37、《你是人间的八月天》 孙庆丰

38、《绿色天使抚平母亲那深深的皱纹》

陈文念

39、《“微笑是服务的语言”》 刘自强

40、《浪漫爱情的一片绿》 唐志强

41、《千年邮驿 史韵长歌》 杨亦頔

42、《大力弘扬“三字”精神，切实用情感使

报刊的邮发工作再创新高——我做好<中国

纪检监察报>等邮发报刊工作的几点感受》

吴迪

43、《“桂花”特种邮票化解学术界聚讼纷

纭的一个公案》 朱文通

44、《苗乡侗寨“邮”相依》 蒋兴勇

45、《父亲的邮政自行车》 吕爱军

46、《富田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 郭源

47、《努力“蝶变” 实现邮政梦》 姚成贵

48、《我的第一份工作》 贾红兵

49、《宝绿邮箱慰藉心灵》 钟雄

50、《“邮”来的珍藏》 李思彩

纪念中国邮政开办120周年“我与邮政”征文大赛获奖结果揭晓
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主办的“纪念中国邮政开办 120 周年——我与邮政”全国征文大赛日前揭晓。王轲玮的《不褪色的家信——记我

与邮政的平凡记忆》等 15篇作品荣获一等奖，王明亮的《邮车叮当》等 30篇作品荣获二等奖，胡玄的《“邮”缘三代人》等 50篇作品荣获三等奖。

征文大赛自 2015 年 10 月 9 日启动以来，全国各地读者踊跃参与，大赛共收到来稿 2500 余篇，参赛作品涵盖诗歌、散文、随笔、论文、新闻报道等多种体裁。本

次征文大赛获奖作品文意颇丰、情真意切，体现出贴近生活的邮政服务，以及百姓对邮政的依赖与信任，彰显了百年国企的品牌形象。








 

人勤春来早 南北耕作忙
本报记者 张 雪

“雨水”节气刚过，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庄
稼地释放出更多活力。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西二铺乡修春家庭农场种植的冬小麦已进入
返青期，农场主雷修春刚刚到地里转了一
圈。他说，2 月 11 日下的一场雨很及时，现
在土壤的墒情很好，地里基本都能达到一
类、二类苗。

从“雨水”节气开始，我国由南向北将
逐步进入春耕生产大忙时节。眼下，修春家
庭农场已备足农资，80 多台套农机也整装待
发，即将为新一年的丰收忙碌起来。

据农业部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春季
田管和春耕生产有两点不同。首先，春季麦
田管理任务更加繁重。农业专家分析，今年
冬小麦苗情是近几年较复杂的一年，目前苗
情基础差于上年，尤其是江淮地区晚播麦个
体偏弱、群体不足。农情调度显示，11 个小
麦主产省冬小麦一类苗比例 44.3%，同比下
降 5.1个百分点。

粮食大省山东的部分地区去年在秋种期
间出现较重的秋旱，影响了播种的进度和质
量，导致部分田块群体偏小，苗情是近些年
较差的一年。据山东省农业厅负责人介绍，
去年 11 月下旬出现的雨雪天气，让部分地区
在越冬前未及时进行病虫草害的防治，再加
上今年 1 月又遭遇罕见的寒潮，春季气温可
能变化异常，对小麦生长发育构成威胁。但
他同时表示，尽管今年小麦生产面临不少困
难，但小麦生长期长、回旋余地大，土壤墒
情总体比较好，只要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夺
取夏粮丰收还是有希望的。

前期的天气变化给部分地区的小麦生长
带来了不利因素，未来的天气情况又会对春
耕生产有何影响？从气象等部门的综合分析
看，今年春季我国发生大范围春旱的可能性
不大，但辽宁、山东、河北等地水库蓄水明
显偏少，且预报未来降水可能不足，局部地
区有发生春旱的可能。对此，农业部门要求
各地加强预警，并制定相应的技术方案加以
应对。

今年春季田管和春耕生产的另一个不同
在于，结构调整安排作物茬口任务更加繁
重。据农业部介绍，今年是推进农业结构性

改革的攻坚之年，春季是合理安排作物布
局、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的关键季节，尤其在
一季作物区，回旋余地小，人误地一时，地
误人一年，需要加强信息引导，及早把结构
调整任务落实到田。

“去年玉米增产了，却没增收，开春这
地该咋种？”这是吉林榆树市五棵松镇的农
民律东伟近来一直思考的问题。玉米的生
产现状、耕地的过度利用，都让种植结构
调整势在必行。据吉林省农业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吉林省今年将适当调减非优
势区籽粒玉米种植，全省计划调减籽粒玉
米面积 300 万亩以上，春耕生产前，将把
调减任务全部落实到县乡、地块和具体品
种上。从全国的情况看，重点是调整“镰
刀弯”地区玉米结构，力争到 2020 年调减
5000 万亩玉米面积，今年力争调减 1000 万
亩以上。

面对农民对调整后种什么、怎么种的疑
问，农业部门要求各地要围绕结构调整的任

务，及早落实替代作物的种子等物资，重点是
落实大豆、马铃薯、杂粮杂豆、青贮玉米、优质
饲草等种子，同时，制定配套的技术方案，组织
开展技术培训，帮助农民掌握相应的栽培技
术。此外，据了解，相关部门正在协商，将整合
项目资金，专项支持“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
调整。

数量充足、质优价廉的农资是确保春耕
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雷修春说，他一般都
是向批发商直接购买农资，由于流转土地后
对农资需求量较大，因此一吨农药、化肥能
有 200 元到 300 元的优惠。现在，农民购买
农资又多了一条活跃的渠道——通过农村淘
宝的平台网购农资，改变了传统的农资买卖
习惯，而这也成为今年春耕的一个新亮点。
对于农民而言，只要找到农村淘宝服务站，
就能在线购买适合自己的放心农资，而且还
可以得到相关专家提供的测土配肥、无人机
喷洒农药等线下农技指导服务，春耕生产变
得更加便利。

清代修建的扬州个园里有一
副对联“传家无别法，非耕即
读；裕后有良图，唯俭与勤”，
口口相诵流传至今。扬州市民李
太初的家中，一座 7 层的塔亭上
就刻有他梳理撰写的近万字持家
之道。

中国传统重家风，家风影响
了 一 代 又 一 代 人 。 2014 年 开
始，江苏开展“和美家庭·德润
江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广泛寻找

“最美家庭”、举办“最美家庭讲
好家训”万场巡讲等活动，春风
化雨传播文明家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以生动鲜活的模样扎根
千万家庭，传递正能量。

11.7 万户最美家
庭 身边事感动身边人

在位于泉山区光明社区的
“班开玲最美家庭工作室”，社区
党委书记班开玲正指导填写“最
美家庭”申报表。“班开玲最美
家庭工作室”成立于今年 1 月 8
日，目前已经收到十几份自荐或
他荐的报名表。

“其实最美的家庭、最美的人
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事情更容
易打动和鼓舞我们。”班开玲说。

2014 年起，江苏省立足基
层，发动群众，两年评选出 11.7
万多户“最美家庭”，2015 年启
动“最美家庭讲好家训”万场巡
讲活动，讲自己的故事，传播好
家风。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5
年底，全省组建 1800 多个家训
故事巡讲团，走进学校、机关、
企业、军营、矿井，以及监狱和戒毒所
等特殊场所，开展 11700 多场巡讲活
动，直接或间接影响 1000多万人次。

“讲演评议”把最美
精神送抵心田

在连云港市，黄海人家大舞台有一
首脍炙人口的 《婆婆妈妈嗨起来》，几十
位身手矫健的大妈，将核心价值观宣讲
融入歌声与舞姿中。“我们唱步行超 26
万公里的邮递员葛军的故事，阐述什么
叫敬业；演王继才夫妇 28 年坚守开山
岛，告诉居民什么叫爱国。”一位大妈告
诉记者，这样的“婆婆妈妈”大舞台该
市已有 450多个。

近年来，江苏省通过多种接地气的
文艺形式，将乡贤家训以更加生动的方

式呈现给广大群众。既有“最
美家庭”讲述好家风好家训，
又有志愿者演绎美德故事，还
有普通群众发表观摩感言，更
有爱心人士结对帮扶困难“最
美家庭”。不少地方探索用戏
曲、山歌、话剧、书画等本土
方式演绎“最美家训”，让最美
精神直抵心田。

“一个最美家庭，是一个故
事；十个最美家庭，是一种力
量；成千上万个最美家庭，铸
就起一个城市的良好形象。实
践证明，最美家庭讲好家训，
是 一 种 群 众 讲 价 值 观 的 好 形
式。”徐州市委书记张国华说。

好家风“点亮”民风政风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家风
建设绝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
事。为了抓住“关键少数”，让
家风家训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
突破口，2014 年以来，江苏各
地开展了诸多探索。

扬中市组织干部写家训、议
家规、晒家风，引导各级领导干
部把家风家训作为自己的行为准
则，把廉洁自律、崇尚操守化为
自觉行动。在周恩来总理的故乡
淮安，干部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带头学家规、定家规、亮家
规、谈家规，传递无形的正能
量；洪泽县将家风家训纳入干部
德育考核和年度“四述”重要
内容，编制家风校本教材，将
家风家训与八礼四仪、爱国主
义等教育相结合，潜移默化、滋
润人心⋯⋯

“干部家风折射官风，体现
作风，领导干部亮出了家风家训，也就
是树立了官德的风向标。”扬中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黄子来表示，要不断扩
大干部好家风的辐射效应，以干部的

“强信念、优作风、重实干”，带动群众
“守法纪、讲诚信、重责任”。

据悉，“最美家庭讲好家训”系列活
动今年已经列入江苏省 《构筑道德风尚
建设高地行动方案》，将更加注重社会发
动和群众参与，向常态化、制度化推进。

文/新华社记者 蒋 芳

（据新华社南京 2月 24日电）

江苏

：好家风释放向上向善正能量

右图 2 月 22 日，河

南省浚县现代农业示范园

内的大型喷灌设备为小麦

浇水。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

河南省各地农民抓紧农时

对农作物进行施肥、灌溉，

为农业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朱 祥摄（新华社发）

左图 2 月 24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

师二团农机工人在擦拭大马力拖拉机。春耕春

播在即，当地农机局工作人员深入垦区团（场），

对各类大中型农用拖拉机进行年检年审，确保

拖拉机性能完好，安全可靠，作业质量有保障。

陈建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