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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支行副行长田霞：

做一名让金融普惠藏乡的“送财卓玛”
地处甘肃省最南端的甘南藏族

自治州迭部县，位于大山深沟，交通
不便。这里 2 月上旬的气温早晚温
差很大，空气有些稀薄。作为一名
从事金融工作的基层员工，田霞心
怀“农牧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己
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信念，常年奔
走在海拔3000多米的藏乡群众中，
已整整坚守了31年。

为村民办理扶贫贷款

春节前，记者见到田霞时，她刚
参加完 2018 年全国金融系统新春
劳模团拜会回到迭部县。“从北京参
加党的十九大归来后，我一直在甘
南州各县市、乡村以及州外系统作
十九大宣讲。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
己的基层农行本职工作。”她说。

得知迭部县达拉乡亚拉村和普
哇村几户农户急需农业贷款后，虽
然只是 6 户村民的需求，乡村道路
又异常难行，且两个村还不在同一
个沟里，但田霞还是和一名同事从
迭部县翻山越岭，第一时间对藏族
村民作贷前调查。

达拉乡整体草场好，适合养殖
牦牛。亚拉村这 3 户村民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这次申请贷款用于购买
小牦牛。了解这些实际情况后，她
和同事指导 3 户贷款村民填写贷款
资料。田霞告诉记者，因为下午要
去另一个沟，就在车上吃中午饭，是
随身带的大饼。下午到达普哇村
后，为另外 3 户贷款村民分别办理
了 3 万元的贷款手续。回到县城已
经是晚上9点钟。第二天，6户村民
分别拿到了3万元农户贷款。

“田姐，您放心，我们这 3 万元
钱都购买小牦牛，很快就会增收致
富，我们肯定按时还银行贷款。”贷
款村民卓玛九说，在他打电话向农
行迭部县支行工作人员表达了贷款
愿望后，很快就迎来了田霞等工作
人员上门审核办理，效率非常高。

达拉乡高吉村是中国工农红军
先后两次途经的地方，并召开了著名
的“俄界会议”，攻克了长征的最后天
险——腊子口，为迭部人民留下了伟
大的长征精神和光辉的红色文化。

为打造红色民俗旅游，今年 1
月下旬高吉村带头致富人才旺道吉
牵头申请合作社社员贷款。接到申
请后，田霞和两名同事利用两个周
末到距离县城 70多公里的高吉村，
为包括 15 户精准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内的 28 户村民办理了每户 10 万
元的农户贷款。

“为藏区农牧民群众提供金融
服务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我应尽
的义务，帮助农牧民特别是贫困农
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更是我肩上
沉甸甸的责任。”田霞说，看到自己
的工作能使更多藏族群众摆脱贫
困，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对这份工
作也更加充满了信心和自豪。

扎根藏乡31年

迭部县古称“叠州”，藏语的意
思是“大拇指”，就是山神“摁”开的
地方。迭部县是一个藏族聚居的半
农半牧贫困县，这里海拔高、气候恶
劣，条件十分艰苦。

“我从小在藏区长大，太了解藏
区金融服务的匮乏了。海拔 3000
多米的村庄，很多阿妈一辈子没有
下过山，甚至没有去过迭部县城，好
不容易攒下点钱只有压在炕底下，
常常是‘柴火烧热了炕，血汗钱也被
烧焦了’。”田霞告诉记者，小时候她
家很穷，是周边的农牧民群众接济
帮助了她家的生活。“那时候，大家
的日子都不富裕，但他们还是无私
地帮助了我们一家。”

“1987 年我考入农业银行从事
信贷工作，每当进村入户看到农牧
民家里家徒四壁，有的甚至一家三
代只有一条裤子穿时，我的眼泪就
止不住地流。那时，我就下定决心，
如果有一天我能帮助到他们，我一
定尽我所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
些。”田霞说，31 年里她先后担任过
出纳、会计、信贷、网点主任、股长等
职务，无论在哪个岗位，她都始终秉

承自己的人生格言：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早些年，田霞骑着自行车，揣着
干粮，带上铁皮水壶，怀揣一本《藏
语日常用语手册》一村村一户户地
了解农牧民的贷款需求，进山一走
就是一天。哪家生活困难，哪家有
存款，哪家想贷款，她心里有一本清
晰的账。藏民居住的木屋大多都掩
映在林木茂盛的山上，上山还好，下
山时脚下常打滑，田霞一年下来最
少穿坏五六双球鞋。

31年来，田霞不顾高血压，早出
晚归，风餐露宿，走遍了迭部县 12
个乡镇 52 个行政村 243 个自然村，
平均每年下乡150多天，为2万余户
藏族家庭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
务。据统计，仅近几年，经田霞发放
的农村养老金卡就有8000多张，城
镇居民养老金卡9000余张，累计发
放养老金3000多万元。

在电尕镇谢谢寺村，田霞帮助
牧民塞闹西让联合 10 家农户搞起
了藏羊育肥合作社，每 5 户为一组
相互担保，一共贷款 50万元。“她是
我们藏民心中的‘送财卓玛’，她的
足迹走到哪里，哪里的牛羊就多起
来，我们的日子就红火起来。”提到
田霞，塞闹西让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扶持农牧民创业增收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根本问题，因此要实施好乡村
振兴战略。田霞非常赞同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的“必须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田霞认为，实施好乡村振兴战
略，就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展望新的一年工作，田霞表示，
根据迭部县政府的规划，按照“一村
一品”“一户一策”“三变模式”，因地
因村因户制宜，扶持迭部发展富民
产业，继续探索推广“公司+农户”

“公司+信用村+农户”“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服务模式，结合甘南创
新推出“藏饰品质押贷款”，解决农
牧民贷款“担保难”问题。继续沿用
信用村、信用户“多户联保”、工资担
保等方式扶持农牧民创业增收。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我们
迭部现在正在做‘农家乐’‘藏家乐’，
等送完你我就去忙贷前调查工作
了。等你明年再来时，欢迎到‘农家
乐’‘藏家乐’做客，这里百姓的日子会
越过越好。”临别时田霞对记者说。

农行甘肃分行行长娄群说，迭
部县是深度贫困地区，田霞是农行
扎根基层员工的杰出代表，全行要
发扬田霞身上这种吃苦耐劳、责任
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帮助当地贫
困农牧民真脱贫、脱真贫，与全国人
民一同步入小康社会。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
兼程；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
的只能是背影”。这是田霞最喜欢
的两句诗。未来，在金融扶贫、金融
服务三农的路上，田霞说她仍将继
续做一名让金融普惠藏乡的“送财
卓玛”。

外卖骑手聂盼杰——

努力奔跑，为了过得更好
本报记者 吉蕾蕾

一个送餐箱、一辆电动自行车、
一部永远插着充电宝的手机，无论
刮风下雨，奔跑在餐厅与楼宇之间，
只为给点了外卖的你送上热气腾腾
的饭菜、可口的饮品，他们就是全国
过百万的外卖骑手。聂盼杰就是这
百万分之一。

见到聂盼杰的那天，正好是农
历腊八，室外气温已降到零下8摄氏
度，北风呼呼地吹着。下午 3 点，还
没吃午饭的他，赶紧点下“收工”按
钮，关掉了手机。“如果不点‘收工’，
平台会继续给我派单，派单就得接
单，不想送就只能往外转，但是如果
没有人愿意接你的转单，还得自己
送，所以我一般都是下午3点左右收
工回家吃午饭，顺便给车换电瓶，再

继续送晚餐。”
聂盼杰是美团外卖西单站的一

名骑手，看面相，绝猜不到他今年已
经 47 岁，是美团外卖所有骑手中年
龄最大的。谈到年龄，聂盼杰脸上露
出些许担忧：“不知道公司今年会不
会因为我岁数大不要我呢。”他说，现
在公司招聘骑手大都是20岁、30岁
的年轻人，超过50岁就不要了。

2015 年初，聂盼杰加入美团外
卖。“那时候订单少商户少骑手也不
多，我是第 3 个到西单站的，当时全
站只有 20 多人，现在西单站已经发
展到有 160 多名骑手了。”不过，虽
然年龄最大，但勤劳的聂盼杰每个
月的送单量都排在站里的前 15 名，
去年最多的一个月送了 1400多单，

而且由于好评多，他每年都被公司
评为优秀骑手。

说起优秀骑手，聂盼杰有着一
套经验。“外卖骑手与饭店服务员不
一样，一边要与商户处理好关系，让
他们尽快出餐，帮我们节约时间；另
一边要把用户服务好，说白了就是
尽量准时送餐、多给笑脸，请用户给
好评。”聂盼杰说，取餐送餐的过程
中也很有讲究，平台对每一单都有
送达时间限制，遇到商户出餐慢，就
要看好时间及时处理。比如，当距
离送餐时间还有 10 分钟时，要拍照
上传平台，告知用户餐食会晚点。

“这种情况下，又会出现很多等
待的无用功。”聂盼杰说，腊八那天，
点腊八粥的人特多，早上 10 点开始
送餐，平台给他派了7单宏状元腊八
粥，最早的一单是 137 号，最晚的一
单到了 217 号。正常情况下，他要
在商户等 7 单全部出餐才会再配
送。可在宏状元等了 45 分钟，前
100 号的外卖单都还没有做好，由
于等得时间太长，后面5个用户都取
消了订单。“在我拿到餐后，完成两
单的送餐已经是下午1点13分了。”

两个多小时时间，就送了两单，
想想是有点不甘，但相比遇到糟心
的顾客，白等的时间也比赔钱强很
多。聂盼杰说，有一天北京特别冷，
风很大，中午 12 点正是饭点送餐最
忙的时候，有个顾客点了106.5元的
烤羊腿。“到了顾客家门口，我刚把
左手的烤羊腿递过去给他，右手的

炒菜盒还没来得及递，他手一滑，烤
羊腿掉到了地上。虽然烤羊腿被餐
盒塑料袋包得严实，没有弄脏，但我
看出了他一脸不高兴，于是立刻赔礼
道歉，又主动把他的订餐费106.5元
微信转给他，好说歹说没给差评。”

每天午饭送餐高峰是上午10点
半至下午 1 点半，下午 2 点至 3 点基
本是饮料、甜品的时间。冬天里送汤
送咖啡，对每个骑士都是不小的挑
战。聂盼杰说，咖啡杯封口不严、汤
碗质量不好都会导致汤水洒出，这是
外卖小哥无法左右的，但有的顾客常
常怪罪外卖小哥。每当这时，他都会
主动掏钱补偿，目的是减少投诉。

有时，顾客也会让聂盼杰感到
十分温暖。聂盼杰回忆，去年夏天
的一天，气温接近 40 摄氏度，南礼
士路有位顾客点了 7 杯可乐。“我汗
流浃背地匆匆赶到顾客单元楼下
时，发现楼下站着一个老太太，她问
我是不是送给 602 的，原来她是怕
我爬楼特地下楼来接可乐的。最后
还说，‘我只要6杯可乐，还有一杯是
送给你的’。那种感动，我至今难
忘，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聂盼杰
说，做外卖骑手也好，做其他工作也
好，学会换位思考，把每一件事情尽
量做好就是最大的成功。

如今，闺女在读大二，聂盼杰和
妻子租住在北三环一处 12 平方米
的小屋，尽管每个月还要支付 2000
元的房租，但外卖骑手的工作让他
觉得生活很有奔头。

春节回家，遍布于火车站各处的投
光灯桥和灯塔，为旅客照亮了回家的
路。为完成灯塔的检修工作，在云南昆
明火车南站，每到深夜 12 点，就有一群

“90后”穿过车站500米外的杂草深沟，
登上30米高的灯塔，开始了通宵工作。

这支“90 后”队伍是从中国铁路昆
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供电段 1500 多
名职工中挑选出来的突击队，共 21 人，
平均年龄24.6岁。

冬日深夜，伴随着最后一趟高铁列
车驶离昆明南站，一名突击队员快速爬
到灯塔顶部，避开附近电压 27500 伏的
接触网，从塔顶放下安全绳，其余队员挂
上安全绳陆续往上爬。

“你们不怕吗？”“害怕，第一次爬灯
塔时，脚一直抖，在上面说句话或咳嗽一
下，都感觉灯塔在晃动，双手紧抓围栏，
不敢看地面，总担心灯塔会倒。”回忆起
第一次攀爬灯塔，工长代冰红着脸说。

“就感觉爬不到顶，四周还黑漆漆
的，心里没底。”23岁的检修工尹成坤随
声应和。

从塔底到塔顶有 140 阶直梯，相当
于 10 层楼房的高度，灯塔越往上越细，
达到一定高度就会感到晃动。

代冰说，晚上作业和白天作业完全
不一样，晚上干活什么都看不见，30 米
高的塔顶下漆黑一片，如临万丈深渊，完
全凭自己感觉。

“时间长了，慢慢摸索出了经验，塔
摆时，人也摆，塔往哪儿摆，人就跟着往
哪儿动，做到人塔合一。”代冰边说边爬
上塔梯。

队员们每次爬塔，还需要背负3公斤
重的工具、材料和安全防护绳，脚踩在7
厘米宽、呈45度斜边的副角钢上，时上、
时下、时左、时右，检修一座投光灯塔，需
要挥动扳手上千次、松卸紧固螺栓2500
多颗，移动脚步上万次。

每座灯塔有 600 多颗螺栓，全部检
修一遍，需要在灯塔上站立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春运前，突
击队要对沪昆高铁、云桂铁路云南境内的 104座投光灯桥和灯塔上
的1200多个射灯、6万多颗螺栓检修维护，连续通宵工作成了常态。

深夜里，在二三十米的高空作业，不仅对每个人的心理和体力都
是巨大的考验，同时还要精细作业。检修塔身时，每一颗螺栓都要用
力矩扳手紧固，再涂防松剂，螺栓过紧易坏，过松塔身易倒塌，每一步
都有精细的标准。

灯塔检修作业伴随着高空、高危、高压的安全风险，每一次回忆
起自己的危险经历，都让队员们心惊胆战。

晴天还好，如果遇到下雨，作业的难度就会增加，灯塔又湿又
滑。说起自己惊险的一幕，27岁的检修工赵贤记忆犹新：“有一天晚
上下了一场小雨，我脚踩角钢，整个身体就顺着下面一直滑，我还以
为是哪根安全绳没挂到位，整个人吊在了空中。当时把我吓蒙了。”

工作性质危险，让他们很多人至今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的具体工
作。“我母亲很担心我，每天一觉醒来打开手机，第一条信息都是妈妈
发的。”23岁的检修工房孟冶红着眼圈说。

2015年参加工作的韩伟虎告诉记者，有一次干完活睡下不久，
妈妈打来电话，他赶紧打起精神接电话：“昨晚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
没打通，怕你出什么事，怎么才 6点多钟就起床了。”“昨晚睡得早手
机关机了，现在起床跑步，锻炼身体。”因为怕家里人担心，韩伟虎不
敢告诉父母自己熬夜干活。

每次打电话回家，队员们都报喜不报忧，很多人参加工作二三年
了，家里人只知道在铁路上从事电工工作，具体干什么并不清楚。

“面对冰冷的灯塔，刚开始是畏惧，现在则有了更多亲切感。”赵贤
说，畏惧它是因为无论什么时候看它，它都是30米高，亲切是因为我
们一座一座把它爬完，感觉和它已是老朋友了。

30 米的高度，一个螺帽掉下来都可以砸伤人，为了避免高空坠
物，每件工具上都绑了防坠绳挂在身上，每一位作业组成员每做一个
动作，都会自己呼唤应答，提醒自己。即便这样，站在下边检修的队
员也常常“遭殃”。灯塔上覆盖的灰尘、铁锈，鸟窝里的稻草还会时不
时地往下掉，在下边干活的人会觉得漫天下着“毛毛雨”。“有的灯塔
上还有马蜂窝，马蜂会隔着衣服蜇到肉，我被蜇了好几次。”代冰说。

经历过一次挨冻的代冰感触颇深地说，“每次作业，衣服不能穿
得太少也不能太多。高铁设备都是放在比较空旷的地方，风大天气
冷，特别是冬季凌晨干活的时候，灯塔上还会覆盖着一次薄雾，手抓
上去又滑又冷，跟抓冰块差不多，衣服穿太少，冷得受不了。衣服穿
太多，身体笨重不便攀爬”。

检修作业是枯燥的，为增加工作乐趣，检修小组之间常常比赛干
活，比质量、比速度、比安全。正常情况下，一个通宵一个作业小组连
续干两座灯塔就很了不起了，如果谁能干第三座灯塔，就是精英中的
精英，心理上会感觉很自豪，所以队员们都以能干第三座灯塔为荣。

早晨 6 点，当人们开始新的一天时，这群“90 后”队员们的疲惫
身躯刚刚睡下。每天都有大批旅客乘着火车出发或到达，但是很少
有人注意到那些静静矗立在铁路旁的灯塔，在火车川流不息的线路
上，这群“90后”用拼搏、勇气和担当为铁路春运提供着安全保障，在
千里铁道上点亮璀璨的灯光，为旅客们照亮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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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供电段的检修工正在

检修。 张伟明摄

上图 在迭部县达拉乡亚拉村，田霞（左一）正给当地农牧民作

贷款辅导。 温济聪摄

美团外卖骑手聂盼杰正在争分夺秒地给顾客送外卖。 吉蕾蕾摄

下图 在迭部县卡告村的农户大

棚里，田霞（右）正在做贷后检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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