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集令 来！一起寻找身边的大城小艺

@海珠区民主直街草芳八巷23号“我要帮街坊做些事”大 艺城
小 修单车之

磨刀、修鞋、裁衣……在
广州这个大城市，有多少手艺已经消

失？有多少手艺正在消失？又有哪些手艺人
还在为生活而奔波，同时服务了街坊。他们的手

艺，并不显眼，甚至可谓之“小”，但一技傍身，只要肯
做，坚持做下去，就能成就大人生。

最近，商务部也发文强调：要积极推进便民生活圈建
设，重点完善社区消费的供给设施，让修鞋、配钥匙等“小
修小补”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让服务设施更加丰富，使
居民生活消费更便利。那么，如何让小修小补真正回归
百姓生活？大城市又能否容得下它们？

从今天起，新快报将推出特别策划“大城小
艺”。新快报记者走街串巷，去探访这些摊档，

去讲述他们的故事。与此同时，也欢迎读
者报料，推荐和自荐各种手艺人

或心水修补摊档。

【编者按】

广州人禾树勋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练

就了一手修理行李箱的独家技艺。2月19

日下午 ，新快报记者来到禾师傅的档口，

只见店内站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其中一

人靠在一个半人高的工作台前，拿着替换

的行李箱轮子仔细比对着。随后，他用螺

丝刀将损坏的轮子拆下来，再将新的轮子

换上，一套动作下来，不到10分钟。

“为何不见‘修箱圣手’禾树勋？”面对

记者的疑问，34岁的小禾师傅禾兆瑜爽朗

地答道：“我父亲年纪大了，手脚没有以前

灵活，已经很少修箱了，现在主要是我和

员工小李在打理店铺。”

禾师傅的档口不大，仅十几平方米，

藏在连新路一个居民楼下，门口写着的

“禾师傅修箱”的橙黄色招牌倒是十分醒

目。店内各种型号的轮子、拉杆和行李箱

等摆满了四周的储物架，中间只余一小块

可以落脚的空地，工作台旁整齐排列着待

修理的行李箱，有的是轮子损坏，有的是

外壳磨损。墙上贴着的维修项目明码标

价，最便宜的只需15元，最贵的也不过两

百来块。

对于父亲禾树勋的“发家史”，禾兆瑜

一脸的崇拜。原来，上世纪90年代，禾树

勋与朋友做起箱包厂生意，当时他负责行

李箱的生产，清晰了解行李箱的制作流程

和工艺。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让

生意日渐难做，箱包厂开始经营不下去。

后来禾树勋看到修箱市场的空白，索性转

为专业修箱。随着技艺的熟练，禾树勋也

逐渐在这一带闯出了“修箱圣手”的名声。

“我第三次来这里找他们修箱了，手

艺好，质量有保证。”从东山口过来修箱的

常伯告诉新快报记者，“我的行李箱是在

香港买的，配件难找到合适的，他们懂行，

交给他们处理很放心。”

禾兆瑜表示 ，目前生意还是挺好

的，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生活水平提

高，会有人追求更高质量和更奢侈的箱

包，他们可以提供更专业的维修和保养

服务。

据禾兆瑜介绍，父亲禾树勋凭借手艺

不仅创立的“禾师傅”的品牌，还广收徒

弟，其徒弟先后在佛山、深圳、东莞等地开

了分店，最年轻的徒弟是1992年出生的，

“禾师傅”们对这门手艺的传承和品牌经

营充满着期望。

摄影家李坤林说，星期天休息在家，

整理一下过去的相机背带，茅塞顿开，废

物利用，为减轻颈椎和肩膀的压力，自己

动手做条减负带，裁剪后拿去宝岗大道宝

岗市场的补鞋档车缝，4元搞掂，又省了45

元，又可多饮一餐早茶。

天天去南园酒家饮茶的张师奶，也经

常与茶友们交流生活资讯，她说，广州海

珠区万松园市场旁边小巷有一个强记补

鞋档，档主强哥是河南人，已经在广州做

了10多年，很受街坊的欢迎，因为他的手

艺质优价廉，换个鞋底才30多元，拉线才

20元。“强哥听力有些残障，但他以手艺赢

得了市场，赢得了街坊。”张师奶说。

街坊唐大姐也聊起了补鞋档：“在广东

省人民医院旁边一栋民宅入口处，有一个

也是补鞋摊档起码二十年了，两夫妻靠补

鞋培养了女儿读大学，儿子读技工，即使女

儿已在杭州定居，他们依然在广州补鞋，不

但附近的市十六中学和省医医生都找他补

鞋，连住在天河的我都是找他补鞋的。”

李先生也介绍道，在黄埔区萝岗大街

巷子里，有一个湖南来的陈姨，她在这里

的便民服务点修鞋干了 11 年了，生意不

错。陈姨修补成年人的鞋子15元一双，小

朋友的鞋子8元一双，顾客多的时候一天

能挣400元，一个月收入有5000元左右。

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大城小艺”

么？修补小摊档故事征集中，欢迎广大读

者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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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剪刀、修单车、修行李箱…… 新快报记者走街串巷，挖掘小众手艺人的故事

小修小补回归百姓生活

“想发达难，但揾两餐还是可以的”“闲时帮街
坊修下单车，只是想退休生活有个寄托”“现在的
藤席藤椅有太多的替代品，所以生意不及从前，但
我还会继续一直干下去”……

曾经，小修小补的摊档遍布广州大街小巷，那
时东西坏了不会一扔了之，而是跑去找师傅修。
鞋、单车、伞、衣服……这些旧物件在老师傅手里，
上下摆弄一番，又能再用一番。

如今，在广州，仍然有一些人在坚守着，默默
地为这个城市奉献着，他们或为生计，或为奉献，
无论如何，这座城市因他们这些手艺的存在而变
得更为暖心，更为便捷，更有人间烟火气……

“小修小补”也可以很体面

新快报记者采访了不少街头

修补业摊档，发现这些档主大多

数是草根一族，有的是异乡人，有

的年纪大，有的身体还有残障，但

他们自强不息，勤劳而坚持。他

们驻点在老城区和城中村，在人

口密集、人流量大的地方，如在市

场周边的横街小巷，最常见。大

多数是不用租金，约定俗成在家

门口或某个相熟摊档前，或街头

巷尾大榕树下，只要不阻街，没投

诉，就能相安无事地摆下去。有

的条件好的，就租个档口，入室经

营，但也往往摆出门口的小巷子

里做生意。

在海珠区前进路的万松园市

场，新快报记者见到在这里开档

做缝纫的花姐，她说在这里摆摊

不需要租金，也不收管理费，每天

要干十三四个小时，五元、十元地

挣，虽然辛苦，但积少成多，每个

月也有四五千元的收入。

萝岗街道办事处在萝岗大街

与三级地街交叉口设置便民服务

点，服务点上有补鞋和缝衣服的十

多个免租摊档。这种与人方便，又

有生意的便民服务，在关注民生、

关注就业的大势下，令人非常温

暖。广州是一个很暖心的城市。

在采访中，一些摊档主也表

现出心存疑虑、不愿曝光的心态，

因为这类小修小补的作坊场景，

在一些人的眼里似乎“不够体面”

了，在某些时候，这类业态是否会

成为治理对象。所以，对家门口

的修补方便和城市的整治干净，

应有一个平衡，对“小修小补”要

有一定宽容空间，在守住消防安

全、生产安全等底线的同时，更应

给修补业的微经济留下必要的活

动空间，利用好商业设施、小区公

共设施的“边角料”，制订精准管

理服务措施，让这些手艺师傅能

安安心心守摊子、搞经营。

■策划：张小奋 ■统筹：新快报记者 邓毅富 ■文图：新快报记者 邓毅富 林翠珍 梁贤安 李超朝

2007年，住在荔湾区西华路太保直

街的摄影记者黄亦民在楼下拍摄了一

张照片，那是放假的女儿从老家到广州

陪着母亲在院门补鞋的场景，当时的街

坊无不夸赞这位母亲手艺好、价格实

惠，颇受青睐。

过了几年，这里补鞋的变成了一个

阿叔，原来是在这里补鞋补衣服十几年

的女人回到广西老家买了一条船做运

输，由老公前来接班，接下了活计和同

样质量上佳的口碑。

又是几年过去，院门的补鞋档口再

也不见了，这张照片记录下的是那个年

代一个回不去的小修小补的故事。

时隔多年，新快报记者拿着照片再

回到当年的补鞋档口，门口饮茶的老爷

爷竟还记得十几年前那个勤劳的女人，

激动地问着近况……原来小修小补，给

人的感觉是那样的温暖，十多年过去，

仍有人记得。

记者观察

放手和扶持，才能助力发展

如何有序和规范地支持这些

小修小补的摊档并落到实处？广

东华南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主任周

活宁认为：放手和扶持，应是两大

原则，才能助力发展。他提出了

三个建议：一是成立专班，以服务

为导向，摸查这些摊档的经营情

况，包括摊档地点、项目特色等；

二是编辑摊档推介清单，可以有

统一的标识，并以手绘地图等方

式推广宣传，让更多的街坊能按

图索骥；三是帮助摊档解决存在

的困难，给予综合性的扶持。“扶

持民间手艺人，给他们以实质性

的帮助，如生活补助、孩子就学、

看病就医等。”周活宁如此说。

专家说法

“想发达难，但揾两餐还是可以的。”

在海珠区同福中路前进大街居仁二巷，有

位“磨刀手”叫松哥，今年65岁的他告诉新

快报记者，他做磨刀这门小手艺已经将近

30年了。夫妻俩一个磨刀，一个缝纫。松

哥的太太行动不便，松哥就天天推出推

入，忙里忙外，买菜煮饭，“男人多吃点苦，

天经地义，不算什么。”松哥看上去敦厚，

但骨子里有刀客的侠气。每天，松哥会有

十多把刀要磨，店里这个主营业务能为他

带来每天一二百元的营业额。

住在附近的街坊李易，对松哥的故事

饶有兴趣，有事无事会来松哥的档口吹水

聊天，“松哥从走街串巷磨刀，到现在开档

口营生，是个游唱侠。”谈到兴起，李易和

松哥一起吆喝起来：“铲刀磨铰剪，磨铰剪

铲刀”。吆喝声往往引来行人驻足欢笑。

李易说，小时候常常跟在磨刀师傅

后边，他们吆喝一句“铲刀磨铰剪”，我

们就跟着叫“铲烂唔使钱”。松哥说，

“听我师傅讲，以前身有一门技艺，走遍

四方都不怕，（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

时候，磨剪刀吃香得很，走到哪，要磨刀

的街坊排成队。”

现在磨剪刀已不用脚踏车，只需要

一个电动砂轮即可。新快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李易拿来一把菜刀，松哥一瞬不离

地瞄着，剪刀轻来重去、贴着砂轮的边缘

灵巧地上旋下翻，溅起一条条弧形的火

线，煞是好看。

只片刻工夫，锈迹斑斑的刀刃便变

得光亮如新。松哥用大拇指在刀口上试

了试，表示满意。然后，他用磨刀石磨起

来，使刀刃更平滑，最后把刀在一块绒布

上划下试下刀感，再次确认没有问题了，

就用报纸包起，让街坊带走。

陈炽兴可能是广州最老的单车修理匠

了。今年已经88岁的他，档口就在海珠区民

主直街草芳八巷23号，街坊们都叫他“兴叔”，

平时早上七八点开档，下午五六点收档。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工作变动，兴叔

跟随单位搬来广州这个老巷里居住，一住

便是六十多年，他在这里养大了四个孩

子。兴叔最早跟单车结缘是在1964年，他

还很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国内才刚出现

单车这种交通工具，他就从上海买来了一

辆破旧的二手单车，试着自个研究单车的

构造，自此，修单车成了他一辈子最大的

兴趣所在。

上世纪90年代，兴叔提前退休，就想

着把修单车这个爱好融入自己的日常生

活里。他买来了一些修车工具和材料，在

自己的家门前摆起一个小小的单车修理

档，一直到现在。他笑言，每个月都有五

六千元的退休金，不愁衣食，只求有个寄

托。“国家养起了我，我都要帮街坊做些

事。”兴叔说，小时候家中贫苦，他只在学

校读了5年小学便出来工作。多年以来，

他早已习惯了一个人靠工作获取报酬和

自力更生的生活状态。

在兴叔这里，别家收8块的补胎费，他

只收取5块，街坊单车来打气，也不收钱。

实惠的价格和认真的态度慢慢地为小店

积累了口碑，越来越多的街坊都喜欢到兴

叔的店铺来维修单车。

由于聊得投缘，兴叔拿出了他的珍

藏：一枚“光荣在党50年”徽章和一枚“南

粤七一纪念奖章”，他还是一名有60多年

党龄的老党员呢！

在街坊的盛情推介下，新快报记者日

前走进了位于荔湾区龙津南路驿巷35号

的“嫦记藤器”，一睹了藤器的编制过程。

当时，店老板辉叔正在将一个凳子和

一个椅子打包，准备寄走，而老板娘嫦姨

正在修补藤席，她的动作很快，锃亮的挑

刀在手里灵活地一挑一压，藤席上再细碎

的缺处都能被她发掘，藤皮在她手中变得

柔顺，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藤皮多有毛刺，

一不小心就会被割伤，但得心应手的嫦姨

显然不会再有这个顾虑。

“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藤椅还能不能

修？”特地从海珠区赶来的顾客在旁问

道。嫦姨坦言，像这位顾客一样，从各区

赶来的客人不算少，因为在广州，能做藤

椅修补的店确实已经屈指可数。

嫦姨在广州从事藤编行业已经三十

多年了，这是从父母手里继承下来的手

艺，从小就学。她的很多亲戚们都改行

了，只有她和丈夫还一直坚持下来。

为什么不改行？她自嘲地说，“除了

这个什么都不会了”。其实，她心底清

楚，藤编是有需求的，有不少街坊邻居跟

她说已经习惯了藤席，还请她一定要一

直做下去，她总是回答“会的，要干到干

不动了为止。”

“嫦记藤器”还卖藤器，嫦姨告诉记

者，“我们平常客户年龄偏大一点，是真心

喜欢并且习惯了藤编家具的才会来买。”

嫦姨有着许多忠实客户，天气热的时候就

会忙起来，天气凉快一点就闲下来了，现

在他们每天还不算忙，目前两个人每月能

挣一万元左右，“比起曾经没有空调全靠

藤席的上世纪90年代，现在的藤席藤椅有

太多的替代品，所以生意不及从前。”嫦姨

感叹道，不过，她还会继续干下去，让藤编

伴随她的一生，因为嫦姨和辉叔的姻缘还

是“藤条一线牵”的呢！

@海珠区同福中路前进大街居仁二巷“铲刀磨铰剪”有欢乐大 艺 磨剪刀之城
小

@越秀区连新路“修箱圣手”有了接班人大 艺 修行李箱之城
小

■“这鞋换个鞋底，就像新的一样。”顾客赞强

哥手艺精。

■修箱师傅小李在更换行李箱轮子。

■松哥边干活边吆喝“铲刀磨铰剪”。

■88岁的兴叔在家门口修单车已30多年。

@荔湾区龙津南路驿巷35号

“要干到干不动为止”大 艺 修补藤器之城
小

邮箱：z797526@163.com
电话：19586450525

■嫦姐修补一张藤席需要整整一天。

暖城故事

十多年过去
仍有人记得当年的那个摊档

■2007年，西华路太保直街，母亲开补鞋

档靠勤劳致富，手艺好街坊也受益。

■萝岗街道设立的

便民服务点有十多

个免租摊档。

大 艺城小 燃起人间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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