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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修手表成为无锡最早一批个体户

开着小台灯，戴上放大镜，一
手持表盘，一手执镊子，小心翼翼
地把指针安上表盘，在窗外树叶
沙沙的声响和屋子里钟表滴答声
的和鸣里，家住溪南新村的钟表匠
陆锦贤开启了一天的工作。陆老
伯的修理铺开在自家卧室里。退
休后，他特地选了沿街的1楼住宅，
在卧室的窗边支了一张桌子，拉开卧
室的窗户就是马路，客户只需要在窗
外把手表递进来，即可完成交接。“这
个位置我方便，客户也方便。”

陆老伯入行早，上世纪60年
代，18岁的他就踏入钟表行当了。

“我们这也算是一门手艺，当时甚至
还是特种行业。”说起自己的技术，
陆老伯颇为自豪。他介绍，以前的
单位里经常组织修理技术比赛，那
时候给一只上海牌的表擦油保养，

从拆开到装回去，他只花35分钟，可
以说是相当快的能手。上世纪80
年代，不甘于在钟表门市部完成定
时定量的工作，“觉得自己的技术还
过得去”的他有了更高的目标——
成为无锡第一批个体户，申领自己
的营业执照。“我的营业执照，是007
号！”最早的时候，他在梁溪大桥桥
堍下有一个专门的修理亭，亭子拆
除后，就一直在家门口零散摆摊。
2002年，他专门找了这个1楼靠窗
的房子，继续经营自己的修表生意。

修表多年，见过的手表不计其
数，陆老伯相当自信：“只要是表，
都是能修的。”他回忆，现在零部件
坏了，基本上都有现成的可以换，
但他参加工作的早年间，物资紧
张，没有配件，全靠手工制作，齿轮
断了，就自己打磨轮齿；表冠轴断

了，也要自己锉磨制作。他的手边
放着不同尺寸的开表器、螺丝刀、
镊子等工具，足足有上百件，手表
的零配件也被分置在不同的小盒
子里，一摞又一摞地堆着。“总有办
法帮顾客做到满意为止。”

钟表作为精密仪器，收费标准
一方面看品牌，一方面看更换的部
件，一般从几十上百到千元不等。

“看着技术难度差不多，但是风险程
度不一样，越是好的表，风险越大，
收费自然也就越高。”陆老伯表示。
修表门道不小，就以其中的零部件

“游丝”来说，作为钟表里的弹性元
件，它主要用来控制摆轮做等时往
复运动。“像蚊香一样盘着，间距细
密，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出来，修
理过程中不能对它有任何曲折和
挤压，对修理者的技艺尤为考验。”

一修一补总关情。过去，经常会听见街头巷
尾的手艺人在吆喝生意，无论是鞋子坏了、拉链断
了、钥匙丢了，还是修补衣服，都可以在小巷子里
找到师傅还原原貌。如今，这些“小修小补”规范
有序地回归生活，出现在农贸市场、睦邻中心、社
区广场等人口密集地，我市也正积极探索打造“小
修小补”数字网点地图。

本报从即日起推出“小修小补是生活”系列报
道，从修表、补鞋、改衣服、配钥匙等具体门类入
手，实地探访摊点生存状况，了解价格行情、修补
误区等，进一步方便市民生活消费，并努力挖掘一
批潜藏在城市角落里的“宝藏小摊”。

本报讯（晚报记者 晓城）近
年来，面对商事案件数量不断增长
的态势，市法院携手市工商联、市
仲裁委等各方力量，共同输出更高
水准的法治服务，努力让商事纠纷
得到优质高效解决。昨日，市中院
联合市工商联、市仲裁委召开商事
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新闻发布会，通
报典型案例并发布商会调解组织
和商事仲裁组织网格图。

发布会上发布了商会调解组
织和商事仲裁组织网格图。如果
商事主体出现商业纠纷，除了到法
院还可以就近找商会调解组织和
商事仲裁组织来解决，商事纠纷有
了更多的解决渠道。“对标营商环
境评价要求，我们聚焦诉前调、商
会调两个重点，力争商事矛盾调于
诉前庭外。”市中院民二庭庭长蒋
馨叶介绍，今年1月至9月，全市法
院商事案件诉前调解立案数为
56814件，其中诉前调解成功案件
数为13511件，诉前调解成功率为
23.78%，商事案件诉前调解工作成
效初显。

2019年，市中院与市工商联成
立了全省地级市首家商会调解中心

“无锡市法联商会商事调解中心”。
今年以来，全市各基层法院加快商
会调解组织机构建设，大力推广

“法庭+商会”模式，以法庭为核心
整合辖区商会调解资源，助力商会
调解组织快速布点，起步运行。目
前，全市法院已推动设立商会调解
组织23家，专职调解员36名。

商事纠纷调解
“网格图”发布

商会调解具有贴近企业经营
实际、前移解纷服务端口等优点。
商会成员往往更能了解企业纠纷
症结，以较低的成本、高效率的运
行模式和调解机制帮助企业排忧
解难。

2020年5月，甲公司向乙公司
购买三条熔喷布生产线，价款共计
150万元。乙公司向甲公司交付三
条生产线后，甲公司未按约支付货
款，乙公司起诉时发现甲公司已注
销，乙公司遂起诉甲公司的三名股
东，要求三名股东在欠缴出资款的
范围内对甲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该案一审判决后，三名股
东提起上诉，认为甲公司购买熔喷
布生产线后，市场行情巨变，亏损
严重，不得已才注销了甲公司，三
名股东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
曾组织各方进行调解，因分歧较
大，未达成一致意见。

该案进入二审后，梅村街道商
会调解员暨梅村商会会长王国平
了解到甲公司、乙公司都是梅村当
地企业，便邀请双方到梅村商会，
通过拉家常的方式进行调解，迅速
拉近了双方的距离。王国平会长
向双方分析了疫情对各自经营的
影响，耐心沟通后，乙公司愿意在
货款上做出让步。最终双方握手
言和，三名股东向乙公司支付了部
分款项，乙公司也挽回了部分经济
损失。 （晓城）

校准时光的人去哪找校准时光的人去哪找？？
这些小店藏着人间烟火气这些小店藏着人间烟火气

走进玉祁菜场的二楼，灯光有
些昏暗，快走到底了，一块红色的
招牌渐渐清晰起来，上面写着——
配钥匙修手表往前走。站在这无
人看守的牌子前张望，不远处的店
面里传来了一声问询：“找谁？”得
知是要找修手表的，店里的女主人
吆喝道：“修手表来这里。”

“现在很少人来了。”店主叫老
邹，他的摊头是跟着镇上的菜场走
的，见证了原来老菜场的人声鼎
沸，他也正经历着当下的落寞。记

者找到老邹时，他正在刷着小视
频。“偶尔会有人找过来，换换石英
表电池的比较多。”老邹说，现在大
部分时间是清闲的，店从早上七点
半开到下午六点，只要不回老家，
基本上全天都在这里，但一天接不
到几单生意，经营这个钟表维修店
20余年，他也越来越闲得慌。

店里货架上，摆满了电子钟，
还有几架机械座钟隐在昏暗的角
落里。今年6月，街道告诉老邹，帮
他申报了一个“小修小补”服务点，

把信息上网，当时，他还不太明白
是什么意思。前不久，有人照着网
络地图专门来修手表，这才恍然大
悟。“挺好的，方便了市民，我也能多
做些生意。”老邹说，帮老百姓换换
电池、做做简单的保养，赚不到什么
钱，大家来他这个偏僻的地方也主
要是图个实惠，每天能多接几单、忙
活一点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台灯
下，老邹换下的表带叠成了一摞，手
边的工具也已浸染了岁月的痕
迹。 （晚报记者 陈钰洁/文、摄）

曾在玉祁街上开了20多年钟
表店的陈师傅，虽然是镇上有名的
修表师傅，但要找到他，还需一点
运气。“他不常来，只每周来一趟，
你可以打他电话。”在玉祁商城弄
堂里的一家煎饼铺子的墙上，记者
找到了陈师傅留下的电话。

“我今年已经77岁了，也想过过

退休生活，到处去转转。”拨通陈师傅
的电话，他正在和朋友聚会，当天，他
接到两三个玉祁顾客的电话，准备周
日集中来一趟，为老主顾们解决问
题，现场修不好的，他会带走，在下一
次来的时候通知他们来取。

陈师傅是他们家第三代修表
匠，年轻的时候曾在无锡钟表厂管

生产质量，一直干到55岁才自己开
店，有家族传承，也有专业手艺。
对于修表，陈师傅说，现在都是成
套的零件，可以整体替换，但自己
坚持继承传统手艺，对于一些能够
修整的零部件能修尽修，“最终的
目的就是让表能走好，同时又能为
顾客省钱。”

从儿时的电子表到精密复杂的机械表，从定时播报的古董钟到新潮的配饰表，从小到大，我们接触的
钟表数不胜数。随着钟表不断更新换代，你还知道去哪里找这些校准时光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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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弄堂里藏着大手艺

“电子地图”让偏僻小摊重回视野

陆锦贤在修理手表陆锦贤在修理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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