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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修鞋匠：

能能靠靠自自己己一一双双手手吃吃饭饭很很知知足足
随着时代的发展，修鞋这门老行当受到了各种鞋吧、高级皮鞋美容店的冲击。修拉链、钉鞋掌、

补鞋底……一些修鞋匠人仍然坚守在街口巷尾，经营着老主顾们习惯光顾的修鞋摊。汶源大街上，
蔺兴水师傅的修鞋摊和他的红色小摩的成为一个标志，附近的居民、商铺员工几乎都认识他。

编者按
明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在这个逐渐被商家变成“促销节”的节日里，你是否还记得它原本的含义？

每年的5月1日，它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节日。在“五一”来临之际，本报特推出“劳动最美”——— 五一劳动
节特别报道，带您领略普通劳动者那闪着朴素光芒的美，感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文/片 本报记者 郭延冉

身残志坚

修鞋摊上坚守15年

“蔺师傅干活很仔细，他修补
的鞋特别结实、耐穿，十几年了我
都是专门过来找他修鞋。”正在修
鞋摊上等待的李女士说。“他特别
实在，能修就是能修，不能修也会
如实告诉，不让我们花冤枉钱。我
还特别佩服的一点是，蔺师傅身
残志坚，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吃
饭。”如果不是鞋摊顾客亓女士
说，很难看出蔺师傅双腿残疾。

“我坐着看起来还算正常是
吧，你看我大腿下面还垫着一个
马扎呢，我借助它来挪动身体。”
蔺兴水说，由于小时候的一场大
病，双腿落下了残疾，家里条件不
好，也没上几年学。1998年时到城
里玩看到了修鞋摊，觉得自己能
干得了这份活，就找了个修鞋摊
跟师傅学起来了。“那时候这条街
上还是莱芜师范和第二职业中
专，学生的活很多。跟师傅学了大
半年，他突然说自己不打算干了，
让我继续在这条街上干。”蔺兴水
说，从1999年开始，他接了师父的
班，如今在汶源大街上修鞋已经
有15个年头了。最开始母亲在一
旁协助他，渐渐地他适应了借助
马扎挪动身体，又买上了摩的，现
在都是一个人出摊，带好午饭，一
干就是一天。

靠双手吃饭，希望有个

遮风避雨的店面

“有时候活多的时候是挺累，
夏天我一般一出摊就干十几个小
时。但像我这样行动不便又没有
文化的人，能靠着一双手养活自
己，就挺知足的了。顾客们也都很
照顾我的生意，路过的熟人也经
常坐下来跟我聊聊天，日子过得
很充实。”蔺兴水乐呵呵地说。“虽
然鞋吧对我的生意产生了一点影

响，但来修鞋摊的中老年顾客还

是很多的，年轻人也经常过来修

修背包的拉链，鞋开胶了就找我

粘粘，一点小问题来我这里修比

返厂省事儿多了。”在蔺兴水看

来，把生意做好最重要的是诚信

经营，修鞋用料货真价实，就能留

住顾客。

“小蔺人很实诚，又肯吃苦，

日子也越过越好了，就是还缺个

能当他的“双腿”的媳妇儿，你们

能帮忙给找个不？”到鞋摊来找蔺

兴水聊天的刘大爷一本正经地

说，正在等待修鞋的大姐也附和

起来。36岁的蔺兴水听了这番话

有些不好意思，“要是人家不嫌弃

我残疾，能娶到个媳妇当然好，可

眼下我最期盼的还是能找个遮风

挡雨的修鞋场所，几平米的报亭

就可以。”蔺兴水说，由于自己行

动不便，又没有固定的店铺，天气

不好的时候没法出摊干活。“我少

挣几天钱没关系，就当是休息了。

可是前一天顾客拿来修的鞋没法

按时给，怕耽误他们穿啊。”蔺兴

水首先想到的是顾客。

蔺师傅干起活来非常专注。

制衣店改成布头店

老裁缝感叹不易干

“现在这个活很不好干！”29日
上午，从业30多年的莱芜老裁缝唐
东武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缝纫行
业在网购冲击下的生存状态不如
以前。唐东武介绍，莱芜市区的裁
缝店已经由百余家减少至十余家，
他所经营的裁缝店也由制衣店改
成了布头店，而最让他担心的就是
传承问题。

29日上午，记者采访莲河小区
附近几家裁缝店，发现前来定制衣
服的顾客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原
来是中青年为主，现在是五六十岁
以上的顾客才来定做衣服。”今年65

岁的唐东武老家在苗山镇，他介绍，
市民定做衣服的类型由中山装变成
了现在西装和各种款式的时装，还
有不少是单位集体定做的工装。

“制作的过程就是量体、裁衣，
然后是缝制和蒸烫。”唐东武介绍，
他要根据顾客的体形和具体要求制
作一套衣服，至少得花费一周的时
间，以前他一年最多能做上万套服
装，现在一年只能做1000套左右。

在唐东武的裁缝店中，架子上
悬挂着各种布料和部分成品服装，
加工室里的几台缝纫机格外惹眼。

“这几台电动缝纫机用途不一，总价
在三万元以上。”唐东武介绍，1987

年他在市区的展销楼租了一间只有
两三平方米的房间做生意，虽然只
有一台普通的缝纫机，顾客却得排
队才能定做一套衣服，而现在的生
意却不景气，他还曾一度转行。

唐东武介绍，莱芜市区最多时
有上百家裁缝店，现在不足20家，
而造成这种现象多是因为受到网
购衣服的冲击。“年轻人都在网上
买衣服，定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
他们只是来这里简单地修补一下
衣服。”唐东武称，在青年人网购的
冲击下，他的店名也由制衣店改成
布头店，经营范围也由定制衣服扩
展到修补衣服，而且由于工作强度
大、工人不好招收等原因，他也面
临着传承的问题。

本报记者 程凌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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