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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钥匙、磨菜刀、修电器、修雨伞……曾经，这些
“小修小补”的手艺活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
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商铺租金高涨等原因，
这些事关百姓日常生活需求的“小修小补”摊位也只
零星散落在老城区的角落。

3月6日，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了解
到，“修补服务”在老年群体中呼声很高。对于老年
人来说，“小修小补”回归街头，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
很多便利。在他们看来，这些小摊修补的不仅是物
件，更是承载着一份联系往日岁月的情感。70岁的
崔凤英告诉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几年前，他们一家搬
到了南二环快速路附近，虽然新小区环境不错，周围
有超市，还有新建的公园，可是出门想去给衣服换个
拉链、配把钥匙都成了麻烦。

“各位好邻居，家里的热水器有点问题，有没有
好的师傅推荐？”“求助，哪里可以联系到靠谱的电工
师傅？”3月 8日，市民黄女士告诉呼和浩特晚报记
者，她经常会在业主群里看到这样的求助信息。日
常生活中，她也经常会为找不到修补摊而苦恼。“我
现在也学着年轻人在业主群里发求助信息，有时候
实在联系不到也只能弃旧换新。”黄女士说，过去常
听人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其实对于
老年人来说，“小修小补”不光是生活所需，也是厉行
节俭的传统美德。

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就近原则”是便利
生活的第一要义。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在青城公园、满
都海公园随机采访了多位老人，其中大部分老人表
示，“小修小补”就要便利、实惠，希望能在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内给“小修小补”的便民服务留出空间。

在我市，越来越多的老人有订餐、看护、聊天的需
求，就会向最近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求助。“日常
生活中，电器故障、管道堵了、门窗坏了等问题都很常
见，对于居家老年人来说，这些琐碎的事儿可都是大
问题。我们中心的护理人员在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
务时遇到老年人需要‘小修小补’时都会有急必助，帮
忙联系解决。”华邦美好家园养老集团内蒙古孝慈苑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王燕清说。

据了解，内蒙古孝慈苑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是由呼
和浩特市民政局、玉泉区民政局、兴隆巷街道办事处
与华邦美好家园养老集团联合打造，为老年人提供助
餐、助医、助洁、助浴、助行、助急、居家上门服务、精神
慰藉等服务。

在新城区山水路附近的鱼水巷内，有一个摊位
深受附近居民欢迎。“看我这皮包，可能是拉链头坏
了，还能修吗？”“换个拉链头就行，不急的话下午来

取。这小伙子车胎扎了，先给他修好不耽误上班。”
正蹲在地上修补车胎的摊主老李一边应和着，一边
用眼神示意让老顾客将包放下。

在与老李的闲谈过程中，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了
解到，年近七旬的老李从事这一行快 30 年了。
1995 年，老李跟着女儿从老家来到呼市生活。因
为没有工作，老李就想利用自己会配钥匙的手艺谋
个生计，“当时，我就在离家不远的马路边上支了个
小摊配钥匙。”不忙时，勤快的老李还学会了修理自
行车。“那时候骑自行车的人多，修自行车的生意特
别好，虽然辛苦点，但一个小摊位的收入足够维持
一家人的生计，还攒下了积蓄买了房。”老李说，最
近五六年，修车、配钥匙生意不比往日，他也因为上
了年纪不想干了，想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可有时候
一个上午没出摊，就有老顾客焦急地找他。那一
刻，老李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的，赚多少钱已经不
重要了，只要身体还能吃得消，他就会继续服务好
周围街坊。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在与老李闲聊的半个多小时
里，老李就没休息过。“一上午也就赚几十块钱，但若
没有我这‘小修小补’，好多原本能够维修后再使用
的物件就会被丢弃，浪费不说，也不环保。”老李一边
干着手中的活儿一边说。

昨日上午，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在新城区爱民街东
口附近的一片空地上看到，由蓝色铁皮焊接成的架子
整整齐齐连成排，架子下方漆着的“新城区便民服务
点”几个大字分外醒目。这儿是兴安北路社区在城管
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设立的便民服务点，设有自行
车、电动车修理的摊位，也有配钥匙、修鞋的摊位。日
常“小修小补”的问题，在这里几乎都能够得到解决。
家住附近小区的市民冯文艳告诉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在该便民服务点规范之前，小摊点都处于“打游击”的
状态，有维修需求时不好寻，平时看到摊点占道经营
又觉得很“碍眼”。经过整治后，这些小摊点有了固定
的经营场地不再难寻，非常规范和整洁。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辖区常住人口比较多，很多
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群都有修鞋、修伞、配钥匙等需
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办事处与相关部门共同规划，
在此处设置便民服务点。”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云瑞介绍说，该便民服务点将一些走街串巷的商贩
整合为固定并且规范的摊位，完善管理制度，明确责
任人员，将零散服务变为规范经营，将社区管理的

“烦心事”变成为居民服务的“暖心事”。未来，办事
处、社区也将继续完善便民生活圈，以满足居民日常
生活需求为目标，让“小修小补”的便民店铺规范有
序地回归到居民生活中，使居民真切感受到“家门
口”的幸福。

新城区便民服务点

近日，商务部提出将结合前期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三年行动，聚焦“一店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努力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满意清单”。连日来，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在走访中听到不少市民呼

吁：“‘小修小补’关乎民生大计，城市应该为其留出一席之地。”其中，不少老年人表示：

“修修补补才是生活，才有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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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新城区便民服务点修鞋的修鞋师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