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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高原国际邮路
本报记者 高兴贵 通讯员 吴 伟 摄影报道

▲西藏自治区亚东县乃堆拉山口驻军某部军营，亚林在给官兵

们分发包裹信件。除了包裹邮件，亚林还经常会把自己家里种的水

果、蔬菜背到山上让战士们尝尝鲜。

本版主编 李景录 编 辑 翟天雪

地点：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境内乃
堆拉山。

海拔：2900米——4400米。
长度：往返76公里。
环境：从山下茂密的丛林到山中逐渐变稀

的树林到白雪皑皑的山顶。
这是52岁的西藏自治区亚东县邮政分公司

藏族国际邮件交换员亚林的工作记录单。
乃堆拉山口位于中印边界，喜马拉雅山脉

南麓,气候恶劣,交通不便,每年大雪封山达7个
月之久，是连接中印陆路贸易最短的通道,也是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路贸易通道。就在这里矗
立着一座国际邮件交换厅，中印双方往来的国
际邮件，都在这里交换。而常年行走在这条风
雪邮路上的邮递员只有亚林一个人。

1998年之前，这条邮路还是马班邮路，往返
76公里需要整整两天时间，一路上基本上看不
到人，陪伴着亚林的只有一匹马，那时候他还随

身带着防熊的驳壳枪。随着邮件量的增大，上山
路况的逐渐好转，1998年由摩托车邮班代替了
马班，1999年年底通了汽车邮路。

按照国际惯例，国际邮件交换的时间都是
雷打不动的，即使没有邮件，空袋也要准时交
换。“11点钟准时交换，晚1分钟也不行。”之
前交通不便的时候，冬季经常大雪封山，雨季
又常遇道路塌方，为了确保准时交换邮件，亚
林总是要提前一天上山，晚上住在海拔 4000
米左右的山腰，第二天天不亮接着往上走。每
逢大雪封山,马匹、车辆无法继续前进时，亚林
只能肩背邮件,手里拿着铁锹,一边挖雪开路,一
边慢慢往上爬。因雪厚路滑，体力消耗大，亚
林多次从山坡上滚下,滑到了山谷,衣服、裤子
被尖利的冰块划破,手掌也磨出了血泡。他曾连
人带邮包跌进 2 米多深的雪坑里，脚也扭伤
了，忍着疼痛，拄着根树枝艰难地往山上爬，
十几公里路用了6个多小时，最终提前到达了
国际邮件交换站。

亚林在负责跟印方交换邮件的同时，也将
报刊与书信送到哨所官兵的手中，年复一年，
哨所的官兵们换了一批又一批，亚林却一干就

是28年，从“小伙子”变成了哨所官兵口中的
“亚林叔”。

当地驻军部队实行封闭式管理，下山的机
会很少。亚林义务担负起为官兵采购商品、捎
带物品的任务。战士们说要给亚林一点辛苦费，
亚林谢绝了，还经常倒贴钱，为战士们购买物美
价廉的商品。看到山上的战士长期吃不到新鲜蔬
菜和水果时，亚林还常常会把自己家种的苹果、
蔬菜送到山上让战士们品尝。冬季山上用水困
难，战士们的衣物无法及时清洗，亚林会大包小
包地带下山，交给家里人清洗晾晒叠好再带上
山。说起这些事，亚林脸上会露出暖暖的笑
容，“我们就是一家人嘛，有什么可见外的”。

现在，收件人写着亚林名字的邮件、打给
亚林的电话也越来越多，很多乃堆拉沿线哨所
的官兵们退伍后，心里始终记挂着这位可爱可
敬的老大哥，常常给他写封信或打个电话，像
老朋友一样聊聊天。

高原邮路人中传着这样一句话：“西藏很多
地方本没有路，自从邮递员走过，也就有了
路。”在这雪域高原上，邮路人用自己的双脚书
写着真挚动人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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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亚东

县乃堆拉山口，亚林(右)

带着印方邮递员准时在上

午 11 点跨过边境线走向

国际邮件交换厅。

▶西藏自治

区亚东县乃堆拉山

口驻军官兵热情地

跟亚林打招呼。战

士们都亲切地叫他

“亚林叔”。亚林也

说“我们就是一家

人”。

◀西藏自治区亚东县，国际邮

件交换员亚林的邮政车行驶在峭壁

上凿出的公路上，滑坡塌方等险情

时常发生。前往詹娘舍哨所，他经常

一个人要开七八个小时。

▲西藏自治区亚东县乃堆拉山口驻军某部军营，官兵们到亚林邮

车领取包裹邮件。由于交通不便和严格管理，哨所里的官兵每次见到亚

林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西藏自治

区浪卡子县普玛江

塘乡邮递员格桑次

仁（藏族）正在寄送

快递。格桑次仁也

同亚林一样，常年

克服高原反应、交

通不便等困难，坚

守在普玛江塘乡的

邮路上。

▼西藏自治区亚东县乃堆拉山口，亚林(左)和印方邮递

员交换相关文件。在亚林心里，国际邮件交换是代表国家形

象的大事，每次他都准时穿戴整齐出现在边境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