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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让“小修小补”有序回归百姓生活

修配点里有温暖“小修小补”是生活
目前市区设置了 8个便民修配点

□ 本报记者张铮 通讯员刘彦兵文/图

不久前，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一段关于“让修鞋、配
钥匙等‘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的表态，引发了广泛关
注。

不少人开始寻找和回忆自己城市那些“小修小补”的记忆。其
实，在许昌市区，“小修小补”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5月8日，记者通过走访，在不同场景里“定位”这些“小修小补”。

一群人的坚守
一干就是几十年

当日上午，记者在市区西湖北街
看到，70 岁的董永长正在忙碌，“新村
社区便民修配点”的牌子格外醒目，
小小的摊位前围满了前来修车、配钥
匙的社区群众。

“我 1976 年相应国家号召，应征
入伍，1978 年光荣入党。”董永长边干
活儿，边对记者说，退伍后，他到商业
系统上班，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企业改
制，遭遇了下岗。

“当时我就想自己是老党员，不
能给组织添麻烦，于是就开了一个小
小的修理铺。”董永长说，从修理铺开
业起，他始终把诚实守信作为经营之
本，赢得了群众的口碑。

“我是老兵也是老党员，只要群
众有修车、配钥匙的需求，我都会坚
持下去。”说话间，记者看到董永长衣
服上“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格外耀眼。

而在市区的角落，像董永长这样
坚守的人还有很多。市区工农路附

近的运粮河社区附近，樊召亮已经在
这里干“小修小补”近 10 年了，他先后
增加了修鞋、配钥匙等业务。“为了养
家糊口，都是自己琢磨学会的。”樊召
亮说，出来摆摊儿，既能多挣一点钱，
还可以和老顾客聊聊天儿。

在市区解放路上，配钥匙机、车
胎、车锁、各式工具刀……这些都是
老杨夫妇的家当。除了配钥匙、修自
行车、电动车外，老杨夫妇还提供换
锁等服务。

“这一片儿，就属他家便宜，技术
过硬，街坊需要这样的服务。”老街坊
刘先生说，在附近居住的老人多，能
在 家 门 口 就 解 决 配 钥 匙 、修 车 等 需
求，十分方便。

采访中，不少从事修车、配钥匙、
修拉链的手艺人表示，城市虽然不断
地 变 化 ，但 他 们 从 来 没 有 放 弃 这 门

“小修小补”的手艺，在他们看来，这
既是一门营生，也是一种情怀。

一条路的温情
“小修小补”一直都在

说起市区三八路，不少市民并不
陌生。

当日上午，记者在这条已经设置
了十多年的便民服务点内看到，这里
集纳了修鞋、配钥匙、修车、修拉锁等
十几家“小修小补”摊位，是市区提供

“小修小补”服务最集中的区域。在
这里摆摊儿的大多是干了几十年的
老师傅，手艺好、收费低，是周边居民
都认可的老“招牌”。

吴师傅是修拉锁的，在他隔壁，
是修鞋的赵师傅，他手里正拿着一只
鞋，一两分钟就缝上了断掉的系带。
换鞋跟儿的、撑鞋面儿的、给皮鞋贴
掌的，不足 20 分钟，赵师傅迎来了三
四位老顾客，他收下鞋子就开工，安
排他们半小时或者两小时后来拿。

再 往 里 走 ，是 已 经 70 岁 的 胡 师
傅。“磨刀、修车、配钥匙……我都行，
而且我只收成本价，有很多距离较远
的 市 民 都 会 专 程 骑 车 过 来 ，请 我 帮
忙。”胡师傅笑着说，他很感谢城管部
门为手艺人提供了一个地方，既能让
大家有微薄的收入，又能方便周边的

居民。
随着社会的蓬勃发展，“小修小

补”手艺人也在时代的更迭中隐入城
市深处，磨刀、修锁、补锅、补衣……
他们或出于生计，或出于兴趣爱好，
或只是一种习惯，在城市一隅用双手
铸就匠心。

“早在十几年前，城管部门就对
‘小修小补’回归生活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魏都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六中
队中队长赵冰告诉记者，三八路便民
服务点既解决了从业者的经营难题，
也 方 便 了 周 边 群 众 、保 障 了 市 容 环
境，真正把方便群众落到了实处。

城市需要“大手笔”，也需要“小
修补”。

据了解，我市城管部门在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利用城市小街小巷、断
头路，设置了 8 个便民修配点，为近百
名老师傅提供了免费的经营场地。

下一步，魏都区城管局还将继续
把这件“小事”做好，加大对三八路便
民服务点的宣传，提升硬件设施，反
映城市的温度，让更多市民愿意来这

里“小修小补”。
同时，我市城管执法人员还将坚

持“用脚步丈量城市、用双手触摸城

市、用心灵感悟城市”的管理思路，通
过增加巡查频次，确保便民修配点规
范有序。

一件事的回归
还需多方合力按下“快进键”

街头巷尾的“小修小补”，能让
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增添社
会温情。同时，老师傅们的手艺也
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不应进入“历
史角落”，应传承发展。

“我们非常感谢城管部门，给我
们在城市中留了一片地方。”胡师傅
说，虽然修补生意是百姓刚需，但是
利润微薄，市场空间也越来越小，所
以需要政府尤其是社区的扶持。

记者走访发现，因城市里的“小
修小补”经营者多为不熟悉互联网
运作的老年群体，很难将自己宣传
出去，他们的经营也面临着多家连
锁修理品牌的冲击。

另外，城市外来人口众多，多为
“熟人社会”构成的老旧社区，如今
也有了许多外来的年轻房客。年轻
一代习惯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搜索，

遇到修补需求时，无论在线上还是
线下，都很难找到维修点。

所以，“小修小补”也需要数字
化帮扶。

其实，关于让“小修小补”回归
百姓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对于市
民来说，门口就能解决“小修小补”
需求，方便；对于手艺人来说，靠手
艺吃饭，能解决生计问题。

“我建议让‘小修小补’进入社
区，一方面，给手艺人‘安家’；另一
方面，方便大家的生活。”采访中，正
在修鞋的李成说。

“小修小补”虽然是“小事”，却
是城市生活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与
居民生活的幸福感息息相关，同样
反映了城市的温度。

让“小修小补”回归百姓生活，
还需多方合力按下“快进键”。

70岁的退伍老兵董永长正在忙碌

三八路便民修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