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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聊城益民胡同，有一位修鞋匠，每天坚
持为为军人和老年人免费修鞋做保养，一干就
是 13 年，他就是 48 岁的徐明海。

7 年前徐明海成为“雷锋修鞋班”的成员
之一，尽管收入不高，但每年的雷锋日，不管谁
来修鞋，他都不收一分钱。他常说的一句话就
是“帮助我的人多，我也得做点啥，只要修一天
鞋，就做一天好事。”

徐明海
的鞋匠人人生生
文/本报记者 王尚磊 片/本报记者 李军

徐明海白天在外摆摊修
鞋，晚上回到租住的七八平方
米的平房睡觉。“这么晚了，没
人会来了。”2 月 29 日傍晚，修
了一天鞋的徐明海揉揉腿慢
慢站起来，疲惫的他收拾完工
具，一瘸一拐地推着三轮车走
向租住在振兴路附近的一座
小平房。徐明海说，晚上得晚
走点，不然有的人来修鞋看不
到他会着急。

徐明海的家当十分简单，
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一个盛满
铁钉、鞋跟、橡胶的木盒子和
一台手摇的修鞋机，还有三个
马扎供顾客休息用。“只要不
下雨雪，我就来。”徐明海说，
他要不出摊，有的顾客就会白
跑一趟，必须坚持出摊。

回到家中，徐明海开始做
饭，凉拌黄瓜、熬小米粥，晚饭
很简单，狭小的屋内只能放下
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床。“床是
用捡来的木板拼起来的。”徐
明海说，租这座小房子每个月
100 元，下雨时屋顶还漏雨，得
盖塑料布。“我喜欢听新闻和
戏曲。”简单吃过晚饭的徐明
海拿着一台不到 10 元钱买的

收音机调频道，除了收不到信
号的小电视外，收音机是他家
中唯一能出动静的家电。
徐明海出生在阳谷县七级镇，
他在城区已经生活了近十年，
常把攒下来的钱寄回老家给
他的母亲花，年前他的母亲去
世，徐明海就把老母亲生前的
照片挂在床边的墙上。“想
她的时候就看看照片。”徐
明海说，他出生时患了婴儿
瘫，导致行走不便，腿上留
下了残疾，说话口齿不清。
“别看我没有文化，我懂得
感恩。”徐明海说，13 年前，同
村的一位好心人教给他一门
手艺——— 修鞋。

“别人教我手艺，让我能
赚钱养活自己，我也想给别人
做点什么。”徐明海说，2005 年
全国十大学雷锋标兵刘光建
来到聊城招收了 10 名残疾人
为徒，他被刘光建相中，成了

“雷锋班”的一员，刘光建还给
他做了一块牌子，从那时起，
他就免费为军人和老人擦鞋，
每年的雷锋日，徐明海修鞋、
缝补皮包，只要他能做的，就
不收一分钱。

修鞋 13 年

学了 7 年“雷锋”

徐明海从不随意占道摆摊，他
常常躲到背街小巷的角落里修鞋，
为此武警聊城支队医院给他让出了
一个位置，让他在医院门口修鞋。

尽管徐明海收入不高，但修鞋
时他从不多收一分钱。“每天少说也
得有三四位老人来擦鞋，多的时候
有十多人。”紧挨着徐明海的修鞋
摊，一名烤红薯的老板说，免费擦
鞋，徐明海擦得更认真、仔细，给老

年人擦皮鞋舍得用鞋油，肯下功夫，
保养一双鞋下来得用五六分钟。

“ 2009 年 11 月的一天，两个路
过的人看到我为老年人免费擦鞋，
硬塞给我 300 元钱，让我添置工具
和用料。”徐明海说，社会上的好心
人很多，学雷锋做好事的大有人在，
自己只想做点好事，没什么大不了
的。常年修鞋，徐明海的手上起了
厚厚的茧子，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

来修鞋，他会下意识地伸手去搀
扶。

徐明海走路不方便，武警聊城
支队免费为徐明海提供中午饭。“只
要我有空做饭，我不愿意麻烦武警
同志。”徐明海说。

“人实在，干活仔细。”吴兴辰老
人经常找徐明海修鞋。吴兴辰说，老
人保养皮鞋是免费的，看到徐明海
忙的时候，就不好意思来打扰。

给人免费擦鞋，干活更仔细

“ 30 多块钱的运动鞋最容易开胶，缝
一缝照样穿，扔掉了可惜。”常来修鞋的
市民说，走三四条街也找不到一个修鞋
的，徐明海手艺好，修的鞋子好看，为他
们省了不少钱。

徐明海说，修鞋是个仔细活，不是什
么人都能做的，缝缝补补不仅讲究美观，
还要重质量。7 年前，他就免费招收徒弟，
大约有十几名残疾人来学艺，但他们嫌
修鞋的活脏累，收入也不高，都没坚持下
来。

“我一直想收个徒弟，把手艺传下
去。”徐师傅憨厚地笑着说，他一个月大
约收入 1000 块钱，除去吃住花销能剩下
500 块钱。”徐明海说，他已经很满足了。

想收徒弟

把手艺传下去

▲徐明
海在益民胡
同修鞋。

给人
擦皮鞋，尽
力擦得更亮
更好。

忙碌了一天，蹬上三轮车回家，车上“雷锋擦鞋班”的牌子格外显眼。

徐明海在出租屋里拿着自己喜爱的收音机听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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