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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0多年前多年前自发形成农贸市场自发形成农贸市场““津沽第一津沽第一””最接地气老街新魅力最接地气老街新魅力

“舍不得离不开”的小修小补

“您给看看，这旅游鞋蹭掉了块儿皮，能补上吗？”
“我媳妇这双靴子，不太好穿，能给加个拉链吗？我着急要，最快

多长时间取？”
“刚才手劲儿大，拉锁给拉豁了，快给看看。”
“师傅，我这只鞋的鞋跟儿快掉了，您给抹点胶吧。”
上午10点，卖菜卖水果卖馒头烧饼咸菜的摊儿前，人声鼎沸正

常不过了，可您瞧瞧，这家老马修鞋铺前，也排起了队——马小丁师
傅一边用机器磨着新粘上的皮鞋跟，让它与鞋底更加贴合，一边回答
顾客的各种提问，这是修补巷里最寻常不过的场景了。

现场 修鞋摊儿排大队

春元织补改衣店 主营业务
“织补、改衣、洗衣、洗鞋”。“传统精
工织补技艺”非遗项目持有人。

李师傅刀具专营 主营业务
“家用刀具研磨保养、刀具锅具收旧
换新”。

聚亨钟表店 主营业务“修表、
刻章”。修表店已经延续了三代人。

老马修鞋铺 主营业务“磨损
修复、贴前后掌、更换鞋底、修拉锁、
脱胶修复、翻新护理”。

老花匠 主营业务“花木养护、
教授栽培技术”。

老兵修表刻章店 主营业务
“修表、刻章、修锁、配钥匙”。

巨豪制衣店 主营业务“扦裤
边、缝补衣服、高级定制”。

张姐银饰品店 主营业务“银
饰品及维修”。

上海西服店 主营业务“扦裤
边、缝补衣服”。

腾栋修车 主营业务“电动车、
自行车维修、配件更换”。

董记理发美发店 主营业务
“理发、美发”。

玉洁家政 主营业务“家庭维
修、保洁服务、通下水道”。

欧普照明 主营业务“灯具维
修、水暖维修”。

鹏俊皮具 主营业务“皮包翻
新维修、皮带打眼”。

宏业通讯 主营业务“手机维
修、贴膜，手机配件”。

日新电脑电器 主营业务“小
家电维修、遥控器、电脑配件”。

珠链碧核 主营业务“特色手
工捻绳、珠宝镶嵌、文玩珠宝”。

天宝斋 主营业务“手工装裱
字画、修复揭裱字画、各类配框”。

文/摄新报记者王轶斐单炜炜

“马师傅不得在这里三四十年了
么。”需要紧急修拉锁的李大爷，今
年已经 60 多岁了，就住在附近的银
山南里，基本每天都是从幸福道商
业街买菜回家。他告诉记者，这一
片过去就是农贸市场，生活在这里
特别方便。

李大爷说的农贸市场，是随着王
串场片区建设而自发形成的。王串
场片区，始建于 1952 年，是天津最早
的工人新区之一。著名作家林夕曾
记述：“最早迁进来的居民，都是对国
家早期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劳动

者。市级劳动模范集体起重队，就分
到了王串场的第一批新房。”在这里

“有一种心境，叫王串场情结”。
随着王串场新村的崛起，原本的

下雨就变泥泞的土路，改造成马路，
并不断拓宽，人气越来越旺。

当时这一片最大的百货商店是五
号路上的大合社，王串场一号路上有
墙子商场，菜市场则零星遍布。随着
附近市民生活需求的增大，这里也出
现了全国第一家自发形成的农贸市
场，老百姓直接称呼为幸福道市场。
到了 1978 年，为了改变这个自发“占

道市场”带来的交通、卫生等方面的诸
多问题，幸福道商业街开始修建。而
幸福道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天
津六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之一。

如今修补巷所在的三号路，过去
就是幸福道农贸市场的一部分，最早
就有小医院和浴池等，到了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这里花鸟鱼虫、狗市崛
起，衣服、鞋帽、小家电、字画等都逐
渐汇聚到这条路上，加上夹杂其间的
各种小吃店，三号路市场的繁华和整
个幸福道商业街，以自己的特色成为
天津最具生活气息的街道。

马小丁师傅差不多就是在 1984
年，从浙江来到了这里。

“最早是一个露天摊儿，皮鞋、杂物，
都卖过。”马小平曾在鞋厂工作，不但做
鞋、修鞋手艺高超，而且一应工具、机器，
自己都做得出来，也凭此留在这里。干
脆开起了修鞋铺，一晃30多年过去了。

各种鞋子“创伤修复”、尖头圆头
互改、鞋面上色改色、还有擦鞋洗鞋护
理……给李大爷换个拉锁头，不过分分
钟的时间。小马师傅让那位给媳妇皮靴
加拉链的“爱心丈夫”逛一圈过一个小时
再来，“手里有活，不能加塞，不然还快”；

旅游鞋得稍等，忙完手里的给她找一块
皮子看看颜色成不成；“你这个马丁鞋，
不光得用胶，还得缝线”，手中活不停，看
一眼就迅速回答……针对每一个问题，
马小丁师傅“定制”方案，都获得了顾客
的认可，他这一天差不多能修三五十双
鞋，收费从三五元到五六十元不等。

家里人都回了老家，马师傅却一直
留下。“老家发展也不错，儿女其实都不
让我干了。”但马师傅说，这也就是干一
行爱一行。“我们也舍不得你、离不开
你。”李大爷还打趣一句：“一天（赚）好几
百，你也舍不得走。”

2002年9月，幸福道商业步行街作
为当时“本市规模最大”开街时，曾安置
了2000多名下岗职工在此经营，完成
了民生需求与就业的双向成就。

舍不得、离不开，就是街域居民所
需所盼。看似低频，其实就是百姓刚需。

以幸福道商业街为轴心，创新打造
“小修小补”街区，以集群效应辐射带动
周边民生服务提质升级，把居民日常的

“需求清单”转化为便民利民的“满意清
单”，助力全区基层治理服务能力整体提
升，这就是打造修补巷的初衷，持续汇
拢、提升民生烟火气。

王串场街党工委书记张岩介
绍，修补修补，小修小补。这些看似

“低频”的服务实则是居民的“刚
需”。如何广泛招纳全市相关业态
从业者进驻，是重中之重。

今年修补巷正式开街，如今这
里，街坊邻里手艺精湛，集古今修
补之术，行天下技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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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精、准、快、稳之手法服务繁忙市
井，口碑载道，历久弥新。迄今，择
此修缮者日益聚集，生意好不兴
隆。“修补巷”人文风情特色鲜明，
百姓顾客赞不绝口，被誉为“津沽
修补第一巷”。

张岩表示，希望能将这里打造
成一个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充
满现代气息的特色生活服务示范街
区，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感受到老
街区的新魅力，享受到便捷的生活
服务。

宝藏店铺应有尽有

百业进驻补足幸福

这一片原来是工人新区的大市场

回归低频的需求其实是刚需

很多顾客是从远地赶来找马师傅修鞋。

这条
街巷还引
入各种消
费品类，
与修补店
铺互补。

门前老街巷
城市新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