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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禅寺附近的修车人王祚庭已69
岁，他在这里修了几十年。早些年，他在
向阳路的家门口搭个棚，还申领了营业
执照。当时，周边有好几家厂，单位里的
板车、拖车都交给他修，他也有正规发票
开出。后来，向阳路拆迁，他没了门面，
许多老百姓还要找他修车，他自己也闲
不住，就一直在南禅寺附近修车。

给自行车补个胎3元，电动车5元，
这个价格，王祚庭自认在城里是最低价
了。这么多年，这一带的管理方都对他
很宽容。王祚庭也很自觉，修理工具整
理得好好的，一个小箱子就装下了全部，
有时甚至电动车底座里放些工具就好，
不影响周边环境。有人劝他去租个店
面，他说，南禅寺一带的店面年租金要
10万元左右，吃不消，这样修理费得大
幅涨价。

与王祚庭的街头路线不同，慧姐决
定走进城市综合体。“休闲裤改短10元，
隐形拉链更换20元，大衣改短80至150
元”，比街头摊位贵，但10多平方米格子
间年租金要4-5万元，成本摆在那里。
好在慧姐做这一行已有十多年，老客户
都在微信朋友圈里积累了上千个。有的
客户信任她，一家老小的衣服都会选在
她这里改，改一件大件能有上百元。这
或许是手艺人的另一种转型。

中山路管理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潘宏
鸣表示，早些年，解放环路、崇宁路、连元
街一带街头都有不少修车、补衣服的摊
位。但随着城市发展，这些经营者的场
所也在变，比如，当年提篮叫卖水果的人
也不见了，成了水果卖场和各类店面，大
家也慢慢适应了。潘宏鸣认为，可以结
合农贸市场改造，给这些便民服务留几
间店面，让手艺人能生存下去，也给市民
行个方便，手艺人确实有生活困难的，可
以通过政府补贴减免一点租金。

无锡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便
民服务摊点一方面给百姓带来了生活便
利，但也对城市环境卫生、交通管理等带
来困扰，走进商超或租个固定店面也许
是另一种方式。如何在便民、平价和市
容之间达成平衡，需要更多的基层智
慧。 （晚报记者 黄孝萍 黄振/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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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城市快速发展，在
打造“高大上”现代化城市的
同时，曾经是我们生活中“烟
火气”代表之一的“小修小
补”——修鞋、修伞、修补毛
衣，这些市民需要的小修小
补点去哪里了？城市更新加
快，“小修小补”从业者们的
明天该何去何从？近日，本
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在无锡美术馆旁一间不起眼
的小亭里，面积不过几平方米，这
是何爱香和丈夫史师傅的工作小
天地。一针一线，在何爱香的手中
翻飞，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在她
的巧手之下，皮衣上的小洞修补过
后，几乎看不出破绽。她工作的时
候，还有一个手机架全程将她织补
的过程录制下来，经过配乐和剪
辑，她会发在自己的抖音号上。
50岁的何爱香表示，这些新媒体
的技术也就是去年才开始学习的，
都是她自己搞定。

何爱香和丈夫都是安徽人，
2000年初，他们就开始在中山路
街头做织补活。“修修补补市场有
需求，哪个时代都有”，何爱香不相
信手艺人会没饭吃。

当时，中山路上做织补生意一
共有四五家。后来，政府安排大家

到大成巷做生意，最后留下来的就
只有何爱香夫妇。这十多年来，何

爱香的生意很稳定，“干我们这一
行的，不能随便搬家”，何爱香说，
老顾客会找不到她。

这些年，她的生意一直不错。
她说，缘于生活条件的改善，“谁家
没有几件好衣服呢”，羊毛衫、真皮
外套、羽绒服等，这种缝缝补补一
般30元起步，几百元也常有。现
在，她的生意有一半是从抖音上引
流来的，客户遍及北京、乌鲁木齐、
陕西、西藏、成都、云南等地，这些
快递过来的衣服都价值不菲，有时
是几件一寄，织补费用得要好几百
元。

靠着手艺，收入不菲，何爱香
说，这活很苦，夏天是淡季，差不多
半年没啥活。但店面每天要来守
着，一年只歇过年那几天。靠着这
手艺，他们在无锡购了房，两个女
儿读了大学，生活工作都不错。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还有人
要补衣服吗？”对于家住惠山区塘
头村的潘明德来说，答案是肯定
的。相比城区居民居住密集的特
点，城郊居民住得相对分散，可对修
补的需求一点都不比城市居民少。
潘明德是一名“衣物修补师”，要不
是因为疫情，他在惠山区的明德沁
春服装修补服务部门口，肯定是人
来人往，来这里修修补补的不仅有
中老年，更有许多用导航软件找来
的年轻人。

“手艺要好、收费要合理、服
务要便民。”这是潘明德的“修补
之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虽然
患小儿麻痹症致残，但聪明好学
的潘明德仅在师父朱建平那里学
习了半年，就学成归来当了一名
裁缝，独立开店。他在自己家民
房里开始了与衣服打交道的生
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自身，边
做裁缝边学习新技艺的他，生意

日渐好起来，靠着手艺养活一家
人，服务了周边十里八乡的村
民。可好景不长，随着生活节奏
加快以及人们审美观点的变化，裁
缝店生意再也没有以前好了。潘明
德告诉记者，1996年是生意最好的
时候，但到2000年以后，裁缝店生
意不再辉煌。

2009年，他转型做了衣物修
补师。2017年，随着惠山区西漳
板块迅速崛起，入住人口增加，修
补摊点成了“刚需”，在堰桥街道残
联和城管部门的协助下，明德沁春
服装修补服务部开张了，靠着精湛
的手艺，经过他修补的衣物，不但看
不出破绽，还让人感到锦上添花，顾
客越来越多，他迅速“出圈”。一个
人一天要补上几十件衣物，晚上更
是要经常熬夜，被周边居民称为“堰
桥金剪刀”。

“美团、大众点评、高德等平台
都来找过我，让我在他们平台上开

店。”昨天，潘明德笑着说。
在很多人看来，修补就是在

衣服瑕疵处“打补丁”，但潘明德
却将修补衣服做到了极致，无数
有瑕疵旧衣物在他手中有了第二
次生命。“虽然说修补衣服做起来
很枯燥，但是每当看到顾客满意
的笑容，自己心里也开心。”潘明
德说，一次，一位女顾客拿衣物来
修补，他劝顾客衣物已经老旧，没
有修补的必要了。但是顾客却对
他说，这是自己结婚纪念日家人
送的礼物，看到这件旧物，她会想
起以前许多美好的事。通过这件
事潘明德明白了，有时候他修补
的不再是一件件单纯的衣物，更
是主人在上面寄托的情感。潘明
德告诉记者，他女儿现在大学读
医学，将来有自己的事业。现在
年轻人都不乐意学这行当了，他
的手艺面临传承问题，只好先干
着再说。

民间“金剪刀”遇到难题谁来接班

知天命之年的修补师玩起了抖音
担心“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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