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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百业有绝活儿 156项便民服务给百姓预方便

一条修补巷一巷“俗世奇人”

一把刀
店小利微情怀满满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升，但生活中的“修修补补”仍
有不小的需求，不少人感慨，那些旧时光
里的修补师傅却越来越难觅踪影。

很难想象，在修补巷这条小街上，居
然包含着156项便民、修补项目，修鞋开
锁配钥匙、织补改衣修家电、修表修车改
首饰、皮具养护小家政……洋洋大观，可
谓集古今修补之术，行天下之技艺，解百
姓之所需。

在春元织补改衣店中，64岁的徐春
元师傅正手拿细如牛毛的针线，专心地
织补一块布面。他穿针引线，手速飞快，
破损的布面不大一会儿就被修复如初，
小小店铺中聚集的顾客中，不时发出

“哇”的赞叹。
徐春元被街坊们亲切称为“春元老

师”，从业已经48年的他与妻子舒欣被
誉为“神针侠侣”，不仅被天津市政府授
予“有贡献的高级技师”称号，更是“传统
精工织补技艺”非遗项目持有人，教授了
数百名学生成为行业能手，身体力行地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这位大师级的非遗技艺持有人能
“屈身”于市场小小的店铺中，源于街道
对其诚意满满的三顾茅庐。街道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我们第一次去时，老师
看了一眼就拒绝了，我们又去了第二次、
第三次，把我们想法和老百姓的需求和
老师沟通。老师最终打消了顾虑，将自
己的织补店开在了小巷里。”

“织补技艺的市场主要来自高端衣
物的面料、做工与价值，说实话，这条街
并不完全符合精工织补的标准。”徐春元
说，但为了贴合这里小巷人家的实际需
求，徐春元和学生们降低了标准，引入了
一些更简单的手艺和修补服务。因此，
小店里人流不断，小修小补，完成着老百
姓平日里的“小确幸”。

现在，徐春元总喜欢在店里多呆
一会儿，多和街坊顾客聊一会儿。他
说：“开设这样的一个小店是为了让自
己不忘初心。在这条小巷里我找到了
学徒时的感觉，看到了年轻时城市的

‘烟火气’，我希望在这里，能为更多老
百姓服务。”

午后，老师傅们在店铺门口摆开阵势，有的打磨瓷器，有的雕琢烟嘴儿，有的制作手工艺
品，他们不时笑着聊上几句，一条街巷升腾出温暖的烟火气——河北区王串场幸福道商业街
的“修补巷”阳光遍洒，呈现出城市民生新景。

在李师傅刀具专营店里，帅气
大叔李师傅目光如炬，一把厚重的
钝刀在他手中上下翻飞，一会儿便
露出了锋利的刀刃。这把刀的主
人是一对驱车几十分钟，慕名而来
的老夫妇，“我们也是知道了修补
巷，知道这位李师傅特意来的。”

“这把刀的刀背厚，刀刃薄，一
看就是南方出产的。”李师傅一边
工作，一边不忘和顾客介绍刀的知
识，“我磨刀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不
是按一个标准，而是要询问顾客是
左撇子还是右撇子，按照他们使刀
的习惯，磨出‘偏刃’，这样他们用
起来才顺手。”

听了李师傅的话，老夫妻俩边
点头边笑说，“我们这一趟确实没
白来！”

李师傅告诉记者，自己是刀具
品牌的天津代理商，在这里工作虽
然利润不大，却心情舒畅，很有成
就感。

“店小利微，但它牵扯的是大
家的生活，尤其是这里老年人多，
很多物件用了很多年，都舍不得
扔，这是给老百姓办实事，我们应
该坚持下去。”

李师傅刀具负责人杨柳热情
外向，她站在店门口不停地向大家
介绍，时不时还吆喝两声：“有时候
我也在想，现在购物这么方便，很
容易就能买到物美价廉的新刀具，
但是有的顾客特意赶来修补的，不
光是一把刀，更多的是家人留下的
念想。”

就在店门口，还摆放着不少惠
民价格的工具刀、水果刀，“几乎不
赚钱，就是给老街坊以方便的，时
间长了，大家对这条小巷子都有了
感情。” 文/摄新报记者王轶斐

听到记者走进店铺，聚亨钟表店店
主王晴川并没有抬头，在堆满工具和钟
表、手表的工作台前，他戴着“眼罩”聚精
会神地征服一块手表中的精密部件，额
头上渗出涔涔汗珠。在王晴川完成了手
中的活儿后，记者问：“是不是因为太专
注而出汗”，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是
因为你们拍照，太紧张了。

和徐春元老师的织补店不同，王晴
川的钟表店已经在王串场一带经营了
三代，在这条街上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
修了几十年的钟表。36岁的王晴川从
小学手艺，“5年出徒，10年才能应对各

种钟表维修。做哪一行都不容易，但坚
持更不容易，我觉得作为青年人，能守
住自己的手艺为大家好好服务，就能实
现自己的价值。”王晴川说。

去年，王晴川因为在市场里修表的
“小事”而上了央视新闻，成了这条街巷的
“明星”，随后，也有更多修补能手进驻了
街巷，为百姓的生活提供服务。说起这条
修补巷的变迁，王晴川说，随着媒体宣传，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条“修补巷”。不
仅附近的居民会来这里修东西，就连远在
天津西青区、北辰区甚至北京的游客都会
慕名而来。

冯骥才先生的小说《俗世奇人》中

的天津人，或是擅长医术，或是精通武

艺，或是善于表演，用绝技在俗世中立

足，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奇人”。

而今，在幸福道修补巷，则会聚了

当下的“俗世奇人”，除了能成就“天衣

无缝”的徐老师，会修表的王师傅，还

有“老马修鞋铺”坚守手艺30余年的马

小平，专注于花木养护和栽培技术，为

市民们提供了美丽的绿色空间的老花

匠丛培友，也有老兵修表刻章店里，修

表、刻章、修锁、配钥匙样样精通的张

华明……他们一起“化腐朽为神奇”，

为百姓修补时光，补足幸福。

一件衣非遗技艺中的人情味儿

一块表记录三代人的坚持

徐春元的精工织补

马师傅为顾客加拉锁

修补木器

王晴川在聚精会神地修表

李师傅在研磨刀具

门前老街巷
城市新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