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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修小补”回归百姓生活
海都记者走访福州市区的便民小摊点，采访为市民解决“燃眉之急”的师傅

今年 56 岁的王勇原
本在上海市杨浦区市光新
村摆摊配钥匙、修钟表。
如今，在装修一新、绿蔓披
拂的杨浦区勤海社区商业
中心“社区工坊”内，王师
傅有了自己的工作台，最
忙的时候一天要接十几单
活。

“环境好，顾客多，这
里还不收摊位费，每月只
要缴300元左右水电之类
的杂费。”王师傅说。

近年来，上海对修鞋、
修家电、配钥匙、改衣服等
城市“烟火气”进行提质升
级。记者在走访上海静
安、徐汇、杨浦、长宁等中
心城区时发现，以往那些
以地摊经营为主的“小修
小补”正在悄悄“登堂入
室”，百姓生活更便利，手
艺人们的“饭碗”也端得更
稳了。

在北京，不少“小修小
补”的摊点也“登堂入室”，
升级为便民驿站。

在北京建国门东总布
胡同西口，陈尚清的摊位
已经有 21 年。起初陈师
傅的摊位，有些杂乱，不太
干净。在2019年秋天，他
的摊位升级了。建国门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对辖区
内原本杂乱无序的修车
点 、修鞋点进行统一规
划。他们联合专业的设计
公司，将这些摊位升级成
便民驿站。

升级后陈师傅的摊位
拥有一套长 2.5 米、宽 0.8
米、高1米的长方体不锈钢

“组合柜”。柜子的外壳由
不锈钢打造，3 年多过去
了，依然光滑亮眼。棕红色
的大伞也和组合柜一起发
放，冬天遮风，夏天挡雨。

（上观新闻 北京晚报）

□他山之石 “小修小补”
也能“登堂入室”

N海都记者 周字艺 文/图

鞋跟磨坏了，可以去哪修？钥匙丢了，想配钥匙去哪
配？衣服勾破了、裤子太长了，要去哪里修补？以上是很多
人都有的困惑，如今的小区越来越高端大气，但是想修补点
东西，好像转了好大一圈也找不到地方。

商务部日前提出，要让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规范
有序回归百姓生活，使居民生活消费更便利。近日，记者走
访福州市区里的“小修小补”摊点，这些小摊虽然平日看起
来不起眼，却能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

“老板，我这鞋的鞋跟磨
坏了，能帮我换一个吗？”“没
问题，你现在赶时间的话先
去吧，待会儿再来拿也可
以。”

“师傅，这种钥匙可以配
吗？”“可以，一把十块钱，不
会比外面贵。”

在福州市鼓楼区北后
街，每天早上 7、8点钟，唐师
傅都会拿出他的小马扎，摆
好工具，坐在西湖百货商场
门口，等待客人上门，一直待
到晚上7点左右。

唐师傅告诉记者，他已
经在这里坚守了二十多年，
所服务的范围，大多是居住
在附近的老街坊们。这几
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西
湖百货商场成了“网红地”，
慕名前来“打卡”的人也逐渐
多了起来，同时让人知道了
这里有个修鞋、配钥匙的摊
点。此外，还有已经从这附
近搬到别处去的老住户们，

因为新的小区里难找到类似
的小摊，所以他们便利用空
闲时间，将需要修理的鞋子、
雨伞等物品拿来修补。

在记者采访时，前后就
有四五位顾客来到唐师傅的
摊位上。物品的修补价格一
般在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像他这样细心的师傅
很少，一般都是拿锉刀把边
缘剪平就好了，而他还会用
机器把下面补的地方仔细抛
光打磨，修补完基本像原装
一样。”此刻，顾客刘女士在
等待她正在修补的鞋子，她
对记者说，她家住在鼓西路，
由于自己家附近找不到类似
的修补摊，因此，她每次都会
特意将需要修理的东西送来
给唐师傅修。

“啥都能修，真是太需要
这种摊点了。”顾客张大妈对
记者说，“家里很多小东西坏
了，拿到这儿修修补补就又
都能用了。”

“这个大姐很热心，我
们社区里很多人都找她来
做衣服、修修补补啥的。”这
是来自福州市鼓楼区温泉
街道汤边社区的居民对黄
大姐的评价。

从位于树汤路的树汤
花园大门口走进去，一个有

“改衣服”字样的牌子便映

入眼帘，牌子下面，是一个
面积不大的小店，放各式
织线的箱子和缝纫机、桌
面等便占了其中一半的面
积，而黄大姐就是在这儿
为附近居民修改衣物的老
板。

袖子太大，收小一点；
裤子太长，改短一些；拉链

坏掉，更换一根……凡是跟
衣物有关的活儿，到这儿找
黄大姐，都可以搞得定。在
店中，老板黄大姐正在为客
户修改袖口，这要经过量尺
寸、裁剪、锁边、缝补、熨烫
等步骤。

据黄大姐透露，这是她
做修补衣服的第三个年

头。在这之前，黄大姐在定
制衣物的服装店工作，包括
套装、西装等，这段经历让
她有了这门手艺。“一天下
来差不多有十来件衣服要
做，多的时候都忙不过来，
有的时候只能放在这里第
二天做。但是就算是难做
的，一般三天都搞得定。”

在距离树汤路不远的
福寿巷 13号旅游局宿舍门
口，有一排店铺，曹师傅的
电动车修理店是其中之
一。

记者来到曹师傅的店
里采访时，曹师傅正在修理
一辆刚刚被撞坏的电动自
行车。从中午开始，眼前的

这辆电动车已经让曹师傅
忙活了三个多小时。

“好了，可以了。”做完
最后一道喷漆的工序，曹师
傅的工作完成，这一单让曹
师傅收获了180元。听到价
格时，顾客连声问道：“这么
便宜？够不够？别赔了
啊！”

“70 后”曹老板来自闽
北，今年是曹老板在这里开
修车店的第 15个年头。据
曹老板透露，当初在老家的
时候，他掌握了这门手艺。
十几年与周边居民的朝夕
相处，让曹老板与他们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

曹老板对记者说，15年

下来，他目睹了周边修车店
从遍布街边到渐渐关门：

“我这家店的房东对我挺好
的，那些店关门大多数是租
金太贵的原因。”

“附近修车店就数他家
便宜，技术过硬，街坊需要
这样的服务。”老住户陈先
生说。

“老街坊搬家了，还经常送东西来修”

“凡是跟衣物有关的活儿，她都能搞定”

“附近修车店就数他家便宜，技术过硬”

▲唐师傅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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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将部分“小修小补”摊点请入社区商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