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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报料、想要投诉、遇到困惑，遇到难事，找“帮帮团”
记者第一时间跟进回复，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帮帮团，一直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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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帮团

，等你来问

22 3

要帮忙
扫这里

“帮帮团”进入通道：
1、点击小时客户端首页上的橙色浮窗“我要爆料”→上传文字、图片，就可发帖。
2、点击首页下方菜单栏“帮帮团”按钮→点击橙色浮窗“我要爆料”。

年近七旬的陈大伯：我去邮政领取稿

费，取款单上的身份信息，不能用圆珠笔填

写，必须要用签字笔吗？我已经从闸弄口

的家里到城站的邮政网点往返两趟了⋯⋯

想请你们帮我问问，这笔稿费我该怎么才

能拿到？

我平时喜欢文学写作和摄影，退休后也

没闲着，偶尔会向几家杂志报社投稿发表。

最近我收到了几张上海寄来的稿费取款单，

需要本人前往邮政网点取款。

我先在家里填好了取款人身份信息，用

的是一支蓝色圆珠笔。然后拿着取款单到

清泰立交桥旁的邮政网点办理取款手续。

窗口的工作人员看了我的取款单说，

这张用圆珠笔签名的取款单不能兑付。他

们（工作人员）说不能用圆珠笔填写。我反

复翻看取款单背后的三点“用户须知”，这里

面也没说不能用圆珠笔填写啊。

我投稿已经有二三十年，每年会收到

几十张取款单，还从未碰过这种事。

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可重新用

签字水笔再填写一次信息并签字。我觉得

很奇怪。工作人员解释道，用圆珠笔填写

的字迹，时间一长后会慢慢消退，变得模糊

不清。这个理由陈大伯觉得不服。

帮帮团记者吴崇远：陪陈大伯前往城

站邮政网点的营业窗口前，工作人员再次

拒绝为陈大伯这张使用圆珠笔填写的取款

单兑付，并拿出了一本内部制度实施细则。

记者发现，其中第 168 条规定注明：

柜员需要对在存折/单等凭证及交易凭单

上打印或填写的内容要仔细核对、检查。

因故需要手工填写的，应按规定使用钢笔

或碳素笔，用蓝色或黑色墨水，禁止使用圆

珠笔和铅笔⋯⋯但陈大伯还是不理解：“既

然对书写工具有明确要求，那么应该在显

著位置悬挂提醒，而不是放在内部册子里。”

钱江晚报记者联系上杭州邮政公司金

融业务部相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解释

说：“取款单属于有价单证，对于这些空白

的取款单，我们是按照重要空白凭证管

理。之前的邮政取款单背面的‘用户须知’

中的确注明了应该用‘钢笔或签字笔书写’

的要求，但前两年全国更新了取款单，这一

条注释并未注明，然而对内部工作人员的

操作要求中，依然保留了这项规定。”

邮政工作人员也希望通过钱江晚报提

醒广大用户：银行的存折、取（汇）款单等所

有的有价单据，其实都是需要用钢笔或者

签字水笔来填写的。钱江晚报记者了解

到，目前邮政部门已经与陈大伯沟通，他们

会尽力做好服务工作。

用圆珠笔填写取款单
稿费就取不出了吗

83岁的钟老先生：我特别想找自己的老同学李鹤

根，不知道老同学如今在哪里？

我和李鹤根都是杭州初级中学（现杭四中）53 届

秋三乙班的学生。我们可要好了。“当年我住在清泰

街，他住在扇子街（现在扇子街已经拆迁了），我们一起

上学一起放学。后来再大一点，他初中毕业考进了公

安学校，1956 年分配去了青海省公安厅，然后又去了

青海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我后来去了温州工作，两

个人天南海北，相隔着几千里，却互相写了 40 多年的

信。

1961 年，他结婚时回杭州，我们还在一起玩了好

几天。2003 年，当时杭州初级中学同届的同学去西湖

边聚会，李鹤根也来过杭州。但是那时候我在上海，两

个人没见到。李鹤根给我留了电话号码，但我们就用

这个号码通过一次电话，再后来，这个电话就找不到人

了。

帮帮团记者黄莺：时光荏苒，钟老先生已经80岁

高龄了，他回到杭州定居，却一直惦念着老朋友。当年

李鹤根买在光复路的房子，他也去过两次，但都是铁将

军把门；他也给李鹤根以前的单位写过信，也没有回

音；他早不记得李鹤根爱人或者孩子的名字了，只记得

他应该有两个孩子是在杭州工作的。

记者去钟先生留下的光复路28号住址附近的社区

问了，但社区里查不到李鹤根的信息。您认识李鹤根

吗？大概是 1936 年或者 1937 年出生，曾经在杭州初

级中学（现杭四中）读书。如果您认识，请帮我们转达

一声，他的老同学钟天柱在找他。

光复路28号的李鹤根
你的老同学钟天柱在找你

杭州的张女士:那一年，我才 18 岁，是

绍兴一家纺织厂的漂亮女工。1 米 6 的身

材，两条灵动的辫子，笑起来有小酒窝。我

成了厂里唯一的女模特。每次厂里生产新

款连衣裙，就让我穿上转一圈，裙角飞扬，

多么美。

但我一直的梦想就是，穿上一条真丝

连衣裙，洁白、华丽得发亮。

在那个匮乏的年代，真丝是高档货，一

个月工资才够买上一块。我省吃俭用，存

够钱就美滋滋买上一块。再存够钱，再买

一块。就这样，我有了很多块洁白的真丝，

那真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后来，我去了银行工作，那段穿着丝绸

裙飞扬的岁月也远去了。但这些压箱底的

真丝就一直保留着。

前几年，我随浙大毕业的女儿到杭州

生活。能否给自己压箱底的真丝料染个颜

色，做条连衣裙，成了一个念想。

帮帮团记者方力：记者辗转联系，最

终联系到位于拱宸桥的杭州手工艺活态

馆。活态馆印染部的郑老师，特别细心地

介绍说，他们有个工厂，可以提供零星的加

工服务，1米以上的布料就行。”

小郑说，植物印染对面料很敏感，要求

比较高。非常纯的真丝应该没问题，但也

要具体看一下料子，试一下色。染蓝色比

较稳定，一米150元左右，也有黄色、红色，

价格200元左右。

记者把这个消息告诉张女士时，她开

心极了，“我想穿着真丝裙子，去旅游，去唱

歌，去聚会⋯⋯”

曾经的纺织厂女模特：
真丝面料哪里加工染色

这是李鹤根在初中时候（小照片），还有 1959 年回杭州的时

候拍的照片。

1

2003年同学会时李鹤根的照片。

小朋友们在活态馆玩植物印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