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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一下这个老人，

他是个义人”

家住昌乐实验中学附近的李梅最
近有些纳闷，上下班的时候，平时坐
在路边拐角处修鞋的老人不见了。

那个老人和他的修鞋摊是昌乐街
头的一道风景。平时只要天气尚可，
老人的修鞋摊早早就会摆出来。无论
什么时候经过，鞋摊周围都会聚着一
群人。前些日子，李梅还见老人修鞋
之余拉手风琴给大家听，而现在已经
好几天了，老人一直没有再出现。

李梅不禁有些为老人担心。而这
时，一篇题为《关注一下这个老人，
他是个义人》的贴子出现在昌乐贴吧
上，并迅速被跟帖150余条。

贴子上写道，“他今年七十五岁
了，却一直在街头修鞋为生……很多
昌乐人还记得他……收留过很多来昌
乐打工的乡下孩子，至今，他的全部
收入也都接济了他人”。

贴子迅速激起了昌乐人的记忆，
许多人在后面跟贴追问，老人去哪儿
了？老人现在如何了？老人需不需要
帮助？

这位修鞋老人名叫肖世修，在昌
乐修鞋三十年。早在1982年，他的修
鞋生意就已经开始红火。在他那里修
过鞋的人都知道，他修的鞋质量稳
妥，而且价格极便宜。

有多便宜，昌乐实验中学斜对面
开盲人按摩店的刘英告诉记者，别人
那里修鞋一双至少五六块，再他那儿
也就两块钱。而且，他给学生修鞋，
从来不收钱。

因为这些缘故，老人的生意极
好，几乎“承包了半个昌乐的鞋”，
前来修鞋的人，时常要排着队等。而
他修鞋挣的钱，却全部捐了出去。

“他挣的钱，

全搭在需要的人身上”

家住昌乐县鄌郚镇的刘文安就是
肖世修帮助过的“孩子”中的一个。
1997年，二十几岁的刘文安从单位下
岗，到昌乐碰碰运气，却没有个落脚
的地方。同学告诉他，那个修鞋的老
人心地很好，你去问问他。

刘文安找到了肖世修的鞋摊。正
在忙碌的老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直接
告诉了他回家的路。这间小院于是成
了刘文安临时的家。

“当时同屋住的有七八个人。”
刘文安记得，基本都是来昌乐寻生计
的年轻人和学生。老人家里从不锁
门，怕孩子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老人家里米、面等吃食齐备，水
电从来不断。他每天早上七点出摊，
中午偶尔回来，带些水果——— 都是给
“孩子们”准备的，他自己很少吃。
刘文安在这里断断续续地住了一年，
同住在这里的人不停地变换，来了，
又走了，肖世修一如既往。

“他挣的钱，全搭在需要的人身
上。”刘文安说。

家住乔官农村的刘杰来昌乐打工
的时候，还是个十九岁的姑娘，挣的
钱总是不够花。肖世修每每见到她，
总乐呵呵地问上一句，“还有钱吃饭
吗？”

“……没有了。”
“拿着。”老人就从口袋中掏出

一把钱，都是一块两块的零钱，加起

来也不多，二三十块，老人一两天的
收入。转过年刘杰生了场大病，老人
听说了，把自己的积蓄都掏出来，又
和别人凑了些钱，帮她看病。

刘杰现在开了家美容美发店，生
活条件今非昔比，想把老人接到家里
养，老人总是拒绝，“我自己有手有
脚能干活，不给别人添麻烦”。

曾经有一位潍坊的企业家，听说
老人的事迹后，专程来到昌乐，提出
接老人进敬老院，所有的费用由他
出，老人也拒绝了，理由仍是，自己
能干活，不用人养。

“其实他哪有钱，”刘杰说，就
像照顾她一样，老人修鞋赚到的钱，
基本都随手捐给了需要的人，受过他
资助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里，有学
生，有工人，有病人，也有很多民间
艺人。就在去年，老人还资助了一位
去北京闯荡的昌乐画家。

“我一个人，花不到什么钱，

谁需要就给谁用呗”

25日，在发贴人刘文安和好心人
李梅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肖世修老
人。

这是个幽静的小院，从昌乐潍百
对面的一条小路探进去，一间铁门，
没上锁，一推就开。老人迎了出来，
身体硬朗，思维清楚，讲话时常爽朗
地笑。简单的灶台上摆着他刚吃过的
早饭，一碗玉米糊糊，一盆凉拌野
菜。由于历史原因，老人一生未婚。

一个月以前，正在修鞋的肖世修
突然发现右眼看东西一片模糊，他以
为是年纪太大了眼花，到旁边的眼镜
店试戴了几副眼镜后，他知道自己病
了。

医生诊断为眼底缺血。打针吃药
住了近十天院不见起色。他想，“我
还有一只眼睛能用，不能在这里浪
费”，于是就出了院，又到路边修起
了鞋。修累了，他拉手风琴给大家
听。又过了十天，他的左眼也出了同
样的问题。没法再出摊了，只好待在
家里。

记者注意到，这座房子共有四
间，共摆了五张床。“这是最少的，
因为去年夏天房子被水淹了一直潮湿，
撤掉了几张床。”刘文安介绍。

最东边的一间屋，桌子上有一个茶
叶盒子，记者打开盒子看到，里面全是
零钱，除了一张五元的，其余都是一角
两角五角的角币，其中，五角的纸币还
被他整齐地码成一沓。记者数了一下，
所有的钱加起来不到一百元。

“这是您修鞋赚的？”记者问
道，老人点头。这是他的全部积蓄。

经常在修鞋的时候，就有人走过来
站在他面前问，“肖老师，您还记得我
吗？”

肖世修抬头仔细地看，想上半
天，“有的能想起来，有的真记不得
了。”然后对方就会细数自己如何受
到过肖世修的帮助，以及自己的感
激。临走时留下些钱，转手又被肖世
修送给需要帮助的人了。

“我就一个人，也花不到什么钱，谁
需要就给谁用呗。”对于记者和“孩子
们”的赞扬，老人颇不以为然。这次生
病，老人住了十天院，新农合报销后花
了八百，是临时向邻居们借的。

老人告诉记者，他希望眼睛快点
好，好继续摆摊修鞋。“鞋修好了，看他
们穿着，我心里也高兴。”

修鞋30年，
积蓄不足百元

75岁老人收入随手捐出，

如今他双眼近盲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潇潇

在昌乐有这样一个老人，修了三十年鞋，每天收入几十块，
却几乎没有一点积蓄。

老人一生未婚，他的收入，随手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三十
年来，受他资助过的人不计其数。老人说，我活一大把年纪，眼
睛毒，那些遇到困难的人我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而如今，他的眼睛看不见了，借钱去医院治病，又怕花钱太
多，自己回到家“听天由命”。

老老人人修修鞋鞋之之余余喜喜欢欢拉拉手手风风琴琴给给大大家家听听。。

简简单单的的灶灶台台上上摆摆着着他他刚刚吃吃过过的的早早饭饭，，一一碗碗玉玉米米糊糊糊糊，，一一盆盆凉凉拌拌野野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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