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摊主普遍过退休年龄
“小修小补”面临后继乏人困境

使用太仓市民卡
在哪些城市可乘坐公交？

有市民询问：在哪些城市可以使用太仓
市民卡乘坐公交车？太仓的学生卡、爱心
卡、老年卡是否也能异地使用？

市资产经营集团工作人员回复：太仓市
民卡使用的是住建部密钥，除了可以在太仓
使用外，还可在昆山、上海、宜兴、嘉兴、宁
波、南通等使用住建部密钥的互联互通城市
使用。太仓的学生卡、爱心卡、老年卡为市
民卡中的特殊卡，在互联互通城市可以使
用，但不享受特殊优惠。

有新太仓人询问：目前在陆渡街道租房
居住，想要办理居住证，需要什么材料？大
约需要多长时间？

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复：办理居住证需
要房东的房产证、身份证，本人的身份证以
及租赁合同等材料，一般15个工作日办理
完毕。

办理居住证需要什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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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路有路面修复计划吗？

有市民反映：北京路一些路段的非机动
车道存在开裂、拱起、坑洼问题，骑车经过多
有不便，近期有没有修复计划？

娄东街道工作人员回复：北京路今年有
修复计划，预计9月动工。

广告

有市民询问：想买板桥天悦湾小区的房
子，据说之后周边要盖商业配套、学校等，请
问有这方面的规划吗？

娄东街道工作人员回复：根据《太仓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2017年修改
版）等文件，该地块周边规划有商住用地、住
宅用地和已建成的镇洋小学、镇洋幼儿园。

天悦湾小区周边有何规划？

有市民询问：实小弄附近哪里可以停
车？是否可以办理停车包月？

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回复：实小弄周边的
公共停车场有新城弄停车场，收费时段为7:
00至21:00，该停车场由城厢镇委托市城容
公司管理，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公共停车场
包月事宜需与停车场经营单位自行商定。
同时，实小弄周边银鸽大厦停车点、东港路
停车点等收费道路泊位，晚上21:00至次日
7:00限时免费。

城厢镇工作人员回复：实小弄周边向阳
路和实小弄路口东南侧、小北门街两侧均有
部分停车位，但是需要按照规定时间停放。

实小弄附近哪里可停车？

有市民询问：市工人文化宫露天篮球场
对外开放吗？

市总工会工作人员回复：市工人文化宫
露天篮球场场地、照明等基础设施已基本完
成验收，但还有部分配套设施没有交付，计
划全部完工后对外开放，目前正在研究制定
具体运营方案。

市工人文化宫篮球场对外开放吗？

新城弄中有太仓最大的一个便民服务点，
10余个维修摊位在这里一字排开，每个摊位大
约四五平方米，放上维修台、配件箱以及供顾客
坐的凳子后，显得有些拥挤。

展师傅的维修摊位是这个便民服务点东面
第2个摊位，提供配钥匙、配锁、修鞋、修拉链等
服务。年近七旬的展师傅从事这行已近40年时
间，以前他在卖秧桥附近摆摊，新城弄便民服务
点建成后，就搬到了这里。最初，展师傅就是修
修鞋子和拉链，后来学会了配钥匙，现在，配钥
匙、配锁已经是他最主要的生意。

正说着，一位外卖小哥来到展师傅的摊位
前，问他能否配一把钥匙，展师傅拿起钥匙打量
一番后，表示可以配，然后熟练地打开机器操作
起来，不到3分钟就配好了一把新钥匙，展师傅
又用锉刀加工了几下，并叮嘱小哥如果回家后开
不了门，就再拿来加工下。之后，外卖小哥又掏
出另一把有点歪的钥匙，问展师傅能不能帮忙处
理下，展师傅二话没说，很快就帮他修好了，并且
没有另外收费。

华盛园便民服务点的张师傅主要修电动车
和三轮车。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准备为一位老人
补三轮车车胎，扒胎、打气、浸水，张师傅很快就
找到了一处漏气点，等检查完整条车胎且没有发
现新的漏气点后，张师傅便开始补胎。补好后，
张师傅又开始检查外胎，查找漏气原因，最终，成
功修好了车胎。

等张师傅修完，老人发现身上只有4元零
钱，少了1元，张师傅连声回答，“只管走，没事
的”。张师傅说，找他的很多是老顾客，不少还是
在别的地方摆摊时就认识的，自己到这摆摊，他
们又跟过来，有时候没事还会过来聊聊天，像老
朋友一样，“一定要给他们修好”。

便民“小修小补”，让城市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张立 文/图

钥匙丢了，出门走几步就能配上；鞋子破

了、开裂了，在街头就能补好；衣服、包包的拉

链不顺滑了，老师傅用钳子夹一夹、蜡擦一擦

就好了……曾经的街头巷尾，“小修小补”摊位

随处可见，给居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和“缝缝

补补又三年”的实惠。然而，随着城市发展和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它们渐渐难觅踪迹。

2021年，苏州入选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中就包括便民维修点的建设；今年年初，商务

部表示要让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规范有

序回归百姓生活……“小修小补”再次受到关

注。在太仓，谁还在坚守着“小修小补”？这个

行业如今有什么变化？记者进行了采访。

虽然感叹没有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一行，但
说起这一年多来经营环境的改变，张师傅还是
很高兴。

张师傅告诉记者，搬到华盛园便民服务点
之前，他在附近一处场地上摆摊，每天出摊、收
摊很麻烦，天气不好时还不能正常经营，有时还
会和商户起矛盾。去年，社区建成了这处便民
服务点，把周边几个“小修小补”摊位都集中到
一起，并免费提供简易房，“现在舒适、方便多
了”。

记者看到，这些简易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几
位师傅都把简易房从中间隔断了，里面半间安
装了空调，供自己休息，外面半间用作修理。而
张师傅因为要修的电动车和三轮车都比较大，
又在外面场地上安装了一把大遮阳伞，修理主
要在伞下进行，他的简易房外面半间装了电视，
放了几张凳子，张师傅说：“可以让等候的顾客
在这休息，位置选择、房子建造等，社区想得很
周到。”

同样修理电动车的肖师傅也觉得社区提供
的服务不错，他指着边上一辆安装了木柜的小
推车说，他以前就推着这辆车子出去摆摊，因为
车子小，有些不常用的配件放在家里，要用时还
得回家去取，现在则方便得多。

家住新城弄的陆先生告诉记者，每天到新
城弄来修修补补的市民不少，这说明“小修小
补”的存在很有意义。不管是和以前摆摊相比，
还是和其他地方相比，太仓设立的这种便民服
务点挺不错，至少能为“小修小补”手艺人遮风
挡雨。但现在要推进便民服务圈建设，让“小修
小补”更好更有序回归百姓生活，相关部门和社
区还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比如提供一些更
好的场地、完善相关服务等。

今年68岁的张师傅从事这行已经40年。
他之前在工厂上班时，就利用业余时间搞修理，
后来工厂关闭了，张师傅就一心一意搞修理，开
始是修自行车，后来修摩托车、助动车，现在修
电动车，还有一些老人使用的三轮车。

张师傅说，现在做“小修小补”的，年龄普遍
和他差不多，新城弄便民服务点10余个摊位的
摊主，只有一位小吴师傅没到退休年龄，但也已
经50多岁了，华盛园便民服务点的5个“小修小
补”摊主，也只有两个人没到退休年龄，其中一
个马上就要到了，另一个也已经50多岁了。

张师傅说，没有年轻人愿意做这行也正常，
“小修小补”缺不了，但生意普遍不好，他们做这
行，一是放不下手艺和老顾客，二是自己有退休
金，“不靠这生活，平时解解闷”，但像小吴师傅
那样年纪轻些的，要把生意做好，完全靠这行谋
生，还是有些困难。

张师傅所说的小吴师傅除了在新城弄便民
服务点有一个摊位外，还有一间相邻的门面
房。门面房的一面墙上陈列着很多密码门锁，
另一面墙上，则是很多汽车钥匙配件。吴师傅
告诉记者，他从事这行也有30多年了，现在除了
配钥匙外，主要是提供上门开锁、装锁以及制作
门禁卡等服务，接到顾客电话，他就上门服务，
乡镇上的生意就开汽车去，市区的就开电动车，

“生意还过得去”。
当记者问有没有年轻人提出要学修补手艺

时，张师傅说，从来没有，而且这手艺也不用学，
多看看就会了，“年轻人的选择很多，要做这行
很难”。

像做生意又像交朋友
“小修小补”有温度

留住便民服务
为“小修小补”手艺人“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