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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夏奕 实习生刘
雨禾 通讯员詹晓静）“同学，请出示一
下你的身份证和购车发票。”“你的电动
自行车需要先检验，请到这边来。”23日
是个星期天，东湖高新区电动自行车上
牌点里，穿戴整齐的女交警陈如匆匆忙
碌着。

陈如所在的东湖高新交通大队辖
区高校云集，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上
牌任务繁重。为方便大学生们办理业

务，陈如总是主动放弃休息时间，经常
加班加点工作。她和同事来到校园里
设立的临时上牌点，手把手指导学生填
写资料、安装号牌，耐心解答学生的疑
问，将便民利民措施落到实处。

“陈警官特别有耐心，服务态度特
别好！”女大学生小齐说，她今年上大
二，春节后买了个电动车，通过同学给
的消息找到了陈如。“我本来还以为要
骑车去校外办理，我的车骑得还不熟

练，去学校外面还是有点怕，没想到学
校里面就能上牌。”

陈如细心指导小齐依次完成上牌
的每一个步骤，有学生问她怎么星期天
还在工作，她说：“学生们平时学习任务
重，我只想尽量方便他们，让他们少跑
腿。”

工作30多年来，陈如一直都是关
爱群众的“贴心人”，2019年她在湖口
社区走访时了解到有位年近七旬的张

奶奶生活困难，坚持常常上门主动照
顾，后来还因此被省文明办评为“湖北好
人”。今年春节期间，陈如主动放弃与家
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在春运安保一线。
在收费站值守期间，她耐心提醒行经此
处的司机们注意行车安全，凛冽寒风中，
她始终保持警惕，守护大家平安出行。

“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但看
到大家都能平安回家，我心里就特别踏
实。”陈如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一名基层
交警的责任与担当。

周末把上牌点“搬”进高校校园

女交警陈如：只想让大学生少跑腿

武汉晚报讯（记者覃柳玮）20日，武
汉晚报发布文章《董浩叔叔寻找30年
前写信的武汉“小朋友”找到了！“小黄
同学”现在是一名记者》，受到网友热
评。有人回复：太感人了！谢谢你，董
浩叔叔；小黄同学，因为寻找你，成功勾
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回忆。

24日，董浩叔叔寻人故事的主角、
记者黄莹回到故事的起点——武昌区
新河街小学。据了解，黄莹的信写于
1994年11月7日，她当时11岁，就读
于武昌区新河街小学六（1）班。

回到母校，黄莹见到了自己当时的
班主任，如今已经80岁高龄的胡竹仙
老师。胡老师说：“当时学校打电话问
我有没有这么个小黄同学，我一下就想
到了黄莹。我对她印象深刻，没想到，
因为这封信，30年后我们又见面了。”

黄莹和如今603班的学弟学妹们
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受董浩叔叔
的影响，黄莹从小就希望从事媒体工
作。她本科、研究生都就读于知名高
校。研一时，已经读了一学期外语专业
的她毅然决定转专业，选择新闻学，从

头开始学习。毕业后，黄莹还曾报考过
中央电视台。后来，她一直在媒体行业
从事编辑、记者等一线工作。

因为一封信，三代人开启跨越时代
的对话。603班吴俊熙说：“小黄姐姐
从小树立梦想，并一直为此而奋斗，她
是我学习的榜样。小黄姐姐的故事是
从一封信开始的，正是因为写在纸上，
所以它才保留了30年。我们这代人几
乎不写信了，我上次写信是写给妈妈，
她过生日，我给了她一个惊喜。写信不
再是为了传达什么信息，而是变成了一

种仪式感。虽然用得少，但更显珍贵。”
胡竹仙是语文老师，写信是每一届

学生的必修课。她说：“那时候信息闭
塞，远距离沟通非常困难，写信成了人
们寄托情怀的首选方式。对于语文教学
来说，写信需要构思、排版、逻辑，一笔一
画写下自己的心里话，这对于表达训练
是极好的。信息时代，一个电话、一条微
信，沟通越来越便利，信件被束之高阁，
文字所传递的情感仿佛也变淡了。”

胡竹仙认为，虽然书信不再具有实
用功能，但它依然是一种语言工具。“我
建议，老师可以在传统节日时给学生安
排写信的实践活动，写信给父母、朋友，
甚至是祖国，让孩子们了解这一文化，
并且爱上文字表达。”

据了解，黄莹的孩子已经读初中。
她回忆，孩子读六年级时，班主任办了
一次时空信箱的活动：每个学生的家长
给自己的孩子写一封信，然后让学生10
年后再去读。大家都很认真地参与，手
写并用信封装上，信交给班主任保管。

黄莹说：“写信是汉语表达的一部
分，一笔一画间传递的都是情感，不能
丢。它不仅是一种技能，也能让孩子们
更好地理解祖辈的历史。但我也觉得
不用刻意去写信。互联网时代，孩子们
接触到的信息是海量的，其实，生活就
是‘大语文’课堂。我希望学弟学妹们
能成为生活的有心人，在生活中学习表
达、交流，感受文字的魅力。”

活动当天正好是黄莹的生日，学校
还为她送上生日蛋糕。黄莹与老师们
互留了联系方式，她和胡老师约定，要
互相再写一封信，作为珍贵的纪念。

“小黄同学”回了趟“家”
因为一封信，三代人开启跨越时代的对话

追踪报道

黄莹（右一）与胡老师（中）亲切交流。 黄莹（左二）与学生们对话。 记者覃柳玮 摄

武汉晚报讯（记者张衡 通讯员周
雄 夏莹）10年时间，在武汉通过电商销
售干果的新疆小伙张涛，把年销售额从
100万元提升到2亿元。回顾一路走过
的创业路，这位37岁的小伙子深有感
触：“到全国任何城市两天内通达的地
理条件，让越来越多的新疆干果从武汉
卖到全国。”

2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中法生态
城的新边界贸易公司。这家公司占据
着一座大型冷库三楼整整一层楼，车间
划分为干果粗加工、分拣、仓库及电商
运营区。其中，占地8000平方米的仓
库里，成箱的干果高高摞起。箱子里装
着阿图什的无花果、阿克苏的核桃、和
田的红枣……商品品类有百余种。

“目前我们已与新疆70多家合作

社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农产品先从
新疆运到武汉，经粗加工、分装后销往
全国。”张涛颇为自豪地说，“每天下午5
点，上万个快递包裹从这儿发出，客户
两天就能收到快递。”

张涛创业之初，武汉并不是他的首
选地。

2011年，张涛大学毕业后，与4名
同学回到乌鲁木齐干电商、卖干果。

“新疆太远了，快递包裹在路上一
走就是10天。客户等不耐烦了，就会
给差评。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快递费
用特别高。”张涛说，他们当初投资10
万元创业，两年后账面上还是10万元。

“要不换个地方？”张涛的提议获得
大家的认同。

在走访中部及沿海一些城市后，年

轻的创业团队把目光聚焦到了武汉。
2014年3月，张涛和创业团队第一

次来到武汉。他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蔡
甸有租金便宜的厂房。

创业团队在一村湾厂房短暂过渡
后，搬进中法生态城的一家包装厂，并
向工厂借了一间宿舍，5个大男孩晚上
挤住在一起。

不久，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企业服
务人员在走访企业时，发现了这群年
轻人。5天后，张涛接到管委会工作人
员电话，通知他人才公寓获批了。张
涛记得，那是几个双人间，空调、洗衣
机等电器齐全，还有柔软的床垫。“拎
包入住当晚，是我创业以来睡得最安
稳的一觉。”

又过了两个月，一笔1万元的大学

生创业补贴资金汇入到公司账户里。
为什么选择在武汉做电商？张涛

说，除了交通便利的优势，物流成本也
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新疆发快递到全
国很多城市，快递费都在6元左右；而
货物从武汉发出，每件包裹大多只需要
1.5元。

在武汉扎下根的这个创业团队如
今生意越做越大，团队成员从最初的5
人发展到80多人。公司销售额2017
年突破 1000 万元，2020 年破亿元，
2024年达到2亿元。

“我老婆是我大学同学，其他4个
小伙伴找的都是武汉人。大家都在这
里买了房，安了家。”张涛说。

去年，张涛投资2亿元在中法生态
城建造新疆干果电商产业园。

每天上万单快递发全国 买家两天就能收到货

新疆小伙在汉卖干果年销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