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邮封、片、简、卡，指专供军事
部门及现役军人使用的信封、明信
片、邮简和信卡。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胡松
云同志，自1984年10月1日至今，
在历届军区首长、军区机关和广东
省、广州市邮政局(公司)领导的关
心支持下，受托为广州军区机关、驻
港部队、驻澳部队、海南军区、第四
十一、第四十二集团军、军区战士报
社以及海军、空军某部等部队设计
了57套（300多枚，非卖品、军内发
行）军事题材军邮品，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军邮系列，其作品先后有解放
军报、中国国防报、战士报、南方日
报、广州日报、中国集邮报、集邮报
等多家报纸杂志进行过宣传报道。
并受到军区首长、部队领导和众多
集邮家的肯定和赞扬。2017年胡
松云同志花数月时间将他筹划设计
的军邮品以《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
的力量》为题编组 28 框邮集，于

2017年 10月 28日中国集邮家博
物馆开馆之际，捐赠给了中国集邮
家博物馆。

该部邮集分18个标题用军邮
品展示：1、军地领导及集邮家题
词，2、早期军事题材军邮品，3、红
军长征谱写英雄史诗 ，4、抗日胜利
挽救民族危亡，5、解放战争奠定胜
利基础，6、建国初期保卫胜利果
实，7、缅怀历史伟人毛泽东 ，8、十
大元帅建立丰功伟绩，9、十位大将
书写赫战功，10、祖国利益高于一
切，11、香港澳门和平进驻创先河，
12、非战争军事行动保障有力，13、
人民军队走过辉煌历程，14、发扬
优良传统履行神圣使命，15、强军
号角催新征，16、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17、中国空军鹰击长空，18、我
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胡松云同志设计的封、片、简、
卡，其政治要求高，艺术要求也很
高。我们看到这些封片简卡，图案

清晰美观，许多人物照片比如十大
元帅、十大将军、英雄人物，还有救
灾场景的照片非常珍贵。文字叙述
非常精炼准确，如果把封片简卡上
的文字单独录写下来，就是一部军
史教材。

胡松云设计的军事题材军邮
品，是我军军事文化思想在集邮领
域的集中反映，是军队红色基因的
承载媒介和集邮文化资源。这部邮
集有效展现了我军辉煌历史、光荣
传统和卓著贡献。邮集所采用的军
邮品，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符合国
际邮展规则，还具有重要的传播育
人功能和收藏价值。

胡松云同志的捐赠填补了集邮
家博物馆关于军邮品的空白。今年

“八一”，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九十七周年，由高邮市人民武
装部、高邮市双拥办公室、中国集邮
家博物馆联合在集邮家博物馆临展
厅举办军史专题集邮展览，集中展
示了胡松云同志捐赠的28框邮集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参
观者络绎不绝。这其中有驻邮部队
官兵，高邮部分民兵指战员，他们通
过参观邮展，接受了一次形象生动
的军史教育。

胡松云同志 1968 年初入伍，
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历任
排长、指导员、教导员、解放军第
9046工厂党委书记、工程师。现为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国家级
邮展评审员，广东省集邮协会副会
长，广州驻军老年集邮协会常务副
会长。我们感谢他对中国集邮家博
物馆的支持。

军邮封片简卡
□ 倪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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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逝的邮政日戳

■ 一页邮集■ 邮人邮话

作者：纪惠军

我热爱集邮，虽然我集邮时
间不长，但我的集邮册里的邮票
可不少。每当我翻开集邮册，祖
国的壮丽山河、名胜古迹、人文历
史、民族风情等等就立刻展现在
我的眼前。欣赏邮票让我学到了
许多知识。

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参加了高邮市老年大学集邮班
的学习。在集邮班老师们的教诲
下，我从一张“集邮白纸”，成为粗
通集邮知识的集邮爱好者。在老
师同学们的帮助下，完成了我的
一页邮集处女作《裙子》，并发表
在《盂城邮花》《高邮日报》上。我
先后加入了高邮“五一”集邮协
会、高邮文献集邮协会、高邮老年
集邮协会、高邮生肖集邮研究
会。感谢邮友们的信任，我充分
利用我善于沟通的优势，成功组
织了多次“五一”集邮新春邮展，
为宣传高邮、宣传集邮文化尽了
自己的力量。

同时，我认真学习集邮知识，

虚心向邮友们请教。在邮友们的
帮助下，我制作的一页邮集《我的
一天》在老年集邮协会一页邮集
竞赛中获奖，并在《盂城邮花》发
表。

特别是 2022 年，在中华全
国集邮联合会和中国邮政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组织开展的《我
用邮票讲故事——漫游科技世
界》一页邮集作品征集活动中，
我通过现实中动物尾巴的功能
和在生产活动中人们利用尾巴
的功能启示促进科技发展的邮
票，制作成一页邮集《尾巴的功
能》参加科技之光组比赛并成
功入选，并获得网络投票第五
名的好成绩。

回首走过的集邮路，我要感
谢老年大学集邮班的老师们，是
你们把我引入集邮之路，感谢各
个协会的邮友们，是你们给了我
继续前行的动力。在集邮路上，
我要努力前行，不做落后的“尾
巴”！

努力前行在集邮路上
□ 纪惠军

“穷铜城，富龙岗，闵家桥的银
子动船装。”流传在盱眙、高邮、天
长、宝应的民谣虽说有点夸张，但闵
家桥富甲一方却是事实。

闵家桥原是位于江苏省高邮市
西北部的一个小集镇，因桥而名，也
称为闵桥镇（简称闵桥）。

清雍正二年(公元 1724年)修
成的《高邮州志》明确记载：“闵家
桥，在平阿东村。”接下来的注文
是：“民闵念春建，张承位修。”民间
传说，闵念春是位木匠，手艺精
湛。他看到这一带的居民因河所
隔，往来十分不便，便立志在有生
之年造座桥。木工的收入是微薄
的，尽管他节衣缩食，但仍相差甚
远。眼看自己已到垂暮之年，不得
已找来自己带过的徒弟，又通过徒
弟在民间募集，终于建起了大桥。

老木匠心愿已遂，含笑辞别人世。
居民们为他的精神感动，就将此桥
唤作闵家桥。

闵家桥地属高邮州，与州城高
邮有数十里高邮湖相隔，进城非船
莫属。一道渡口也就设在闵家桥，
称之为闵家桥义渡。这里成为一方
的交通津要。

闵家桥的富足是有它的历史
原因的。地处水路津要，又加上闵
家桥人头脑精明，闵家桥得风气
之先。闵家桥周边一带盛产大
米。闵家桥人动起把产品变成商
品的脑筋。他们开起了粮行，敞
开收购本地及宝应银集、涂沟甚
至三河北的应集、天长的龙岗、小
关等四乡八镇农民的稻谷，北运
淮安、徐州，南运扬州、南京、镇江
销售。这些粮行，各自有常备的运
粮大船五六条日吞吐量达百石以
上。方便了农民，促进了三麦、水
稻生产，也为粮行老板们积累起雄
厚资金。

1938年由于陈文部队有力地
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使敌人胆寒，人
民称快，因而陈团声威大振，爱国青
年前来投军络绎不绝。

随着抗日义勇团越战越强，其
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为防日伪的
反扑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偷袭，陈文
选定在高邮湖西（今金湖境内）建立
了一块可靠的根据地。他率领驻扎
在送驾桥、郭集、菱塘一带的部队再
次北渡高邮湖，进驻闵家桥，不久将

团部迁到了塔集。陈团抗击日军的
多次胜利，使扬州日军一度龟缩在
市区。

闵家桥1958年 4月改属宝应
县（此闵家桥戳票1958年 6月 16
日，属地仍是高邮）。1960年4月
29日江苏省新建金湖县，闵家桥划
给金湖县。

感谢邮友刘宏钢先生提供江
苏／高邮闵桥镇和江苏高邮／闵
家桥戳票。

江苏／高邮闵桥镇和江苏高邮／闵家桥
□ 黄家耕蒋旭东

■ 邮人邮话

附：现在使用的金湖闵桥邮政日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