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快报 2月 22日关

于“大城小艺便民服务”的

报道推出后，受到读者与街坊

的欢迎，踊跃向报社报料，推荐心

水摊档和手艺达人。与此同时，

相关物业管理公司等也纷纷发

表意见、介绍经验，记者则继

续探访报道，收集整理

便民摊档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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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姨车缝档
地址：同福中路牛奶厂街

靓姨在这里摆了 20

年摊，从最早的手动缝纫

机到现在的电动缝纫机，

一样受街坊欢迎。她把各

种用线用一个木箱子盘点

好，挂在缝纫机旁边，让人

觉得很规整，很值得信赖。

深哥配匙店
地址：花都区花山市场街五号之六
深哥被街坊称为“眼镜哥”，他斯斯文文，但修理起东西就快手快脚，

尤其是配锁匙，二三下搞定。

红姐缝补摊
地址：海珠区万松园市场
红姐在这里车缝衣服已经十多年，她

每天干十二三个小时，价格低廉，手工好，

生意不错，每月有五六千元收入。

读者报料·摊档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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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像发哥这样的老店和老师傅，
才能找到一些旧件

修单车之大城小艺

发哥的单车修理店每天有几百

块钱的营业额，除了铺租，也就是赚

个几十一百，并不多。补一个单车轮

胎需要十来分钟，但只收5块钱，街坊

生意，尤其是上学的学生、接送孩子

下课的老人，收不了高价钱。而且这

种手工修理不能量化，在提倡成品化

和标准化的今天，这些手工制作有时

候也会出差错，所以发哥给客人的承

诺是“包修好”。

生意是一个人做，发哥用这门手

艺养大了孩子，等孩子出去工作了，

他还守着铺头，让自己有些寄托。

发哥的店就开在横沙小学门前

的沙边东街上，位于老居民区和城中

村之间，是比较典型的人口密集区

域。

“我是靠手艺混口饭吃，托赖大

家，还有三餐。”今年60岁的发哥见证

了广州单车的兴衰史，从 1998 年到

2007年摩托车兴旺的年代，他的修理

档很旺，修摩托车比较赚钱。“搏一

搏，单车变摩托”，这是当时致富的口

号。禁摩后进入生意低迷期，直到疫

情这三年，一是为了健康，二是通勤

更方便，骑“电鸡”和骑单车的人又多

了起来。

发哥现在的客户年龄层从 10 岁

至70岁都有。街坊们送孩子上学后，

喜欢来铺子里一边闲聊一边修车。

“现在的共享单车集中在交通枢纽地

带，转乘更快捷。老社区老街坊还是

喜欢老单车，出入可以更自由，骑单

车也是一种情怀，是一种生活方式。”

老顾客袁先生有一部日式的老单车，

骑了 20多年了，很多配件都过时了，

找到像发哥这样的老店和老师傅，才

能找到一些旧件，或者知道如何用替

代品修理。袁先生的单位就在附近，

上班前拿来修，下班来取。

街坊报料推荐心水摊档
手艺达人留下城市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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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前往地铁站的路上碰到

一家闪着霓虹广告牌的修鞋铺。走

进店铺，五十多岁的曾叔正坐在小椅

子上，用一台满是铜锈的机器缝着一

块皮料。最近，他的缝纫机坏了，于

是又拿出已经成了“古董”的三十多

年前的机器，他说，只要有这门手艺

在，就永远不会被淘汰。

1994 年曾叔从湖南来到广州。

如今的店面是从一个传统的小作坊

发展起来的，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

点，洗鞋、修鞋、修拉杆箱、奢侈品护

理翻新、修伞，他不断地拓展自己的

业务。曾叔一开始在鞋厂工作，后来

在火车站附近开店，几次辗转到了现

在离西村地铁口几百米的地方。最

开始几年，他还挣了钱，回家建了一

栋房，又供孩子上学。

现在，曾叔做饭的锅就放在小店

门口，干完活，自己随便煮点饭吃。

“以前一天做几十双鞋，一双皮

鞋五六十块；现在一年做几十双鞋，

定做三百块起。”曾叔的生意渐渐没

有优势了，但他也一直在坚持着。现

在，他的桌面上也放着手机支付二维

码，也曾有热心的顾客帮他上过“大

众点评”，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还是

跟不上时代了。

正说着，一位住在附近的靓女前

来拿包，那是一只粉色的皮包，记者

实在看不出到底是哪里修复过，经提

示才知道是更换了包带，从外观上完

全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这位女士告

诉记者：“周围也有其他档口修包，但

我更信任在这里十多年的他。”因为

手艺好，所以尽管曾叔多次搬迁，但

总有忠实客户跟着他。

经验之谈

康景物业：
将手艺达人请进小区
修补档口开在深巷好难找？居民不用

出门就能磨刀、修风扇，在海珠区盛景家园

小区，每隔几个月就开展一次的便民服务

日，从下午两点到五点半，特别邀请磨刀师

傅、维修师傅等进驻小区开展服务。

事实上，不只是这一个小区，凡是康

景物业所辖小区都会轮流开展便民服务，

在“一切以业主需求为中心”的理念下，

2019 年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除

了磨刀、补鞋，还拓展了给老人义剪、修单

车、修风扇、清洗空调过滤网、清洗地毯、

修小家电等服务。

“年轻人觉得刀不好用或许就换一

把，但老年人往往会选择磨一磨，包括很

多旧物也是维修继续用，而在我们小区当

中老龄人口是比较多的。”康景物业华南

区域总经理何超华说，物业工作人员在上

门慰问交流时发现了居民们的需求，有不

少老人选择自己磨，或者选择机器磨，但

质量很难保证，于是找到了周围的师傅，

自开展后业主们都表示对服务效果非常

满意。

前两年，请师傅进广州社区一般是

200元，现在则需要600元左右，由物业支

付，业主则是全免费，而有时候，会有一两

百把刀需要磨，每把刀上贴着业主房号和

名字，完成后可以统一送上门。

“一开始找到这些师傅花费了不少功

夫，尤其是磨刀的师傅很难找，会这项手

艺的并不多，如今来来回回已经建立了长

期的联系。”盛景家园小区朱经理说，康景

物业会持续做这样有温度的事情。

因为手艺好，总有忠实客户跟着他

“小修小补回归百姓生活，大城小艺燃起人间烟火气”后续报道

来！一起寻找
身边的大城小艺

“大城小艺”栏目修补小摊

档故事继续征集中，欢迎广大

读者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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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民（广州市民建综合二总支副主
委）：看了新快报的报道，我们十分赞成将

小修小补作为一件民生实事来实施。我

们有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希望能有机会

反映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非常同意

放手和扶持，从操作层面来说，像萝岗市

场这种便民服务点是比较容易推广的，当

然可以有更好的服务，帮助这些摊档做得

更干净、整齐、美化，也可以打包式地推

广。另外，一些大型的社区可以组织这些

手艺达人进社区举办集市，定期、常态、长

效地为街坊提供便民服务。社会公益团

体也要更多地关注这些小手艺人的工作

和生活，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组织手艺达人进社区办集市

@东风西
路72号

修鞋包之大城小艺

部门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