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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摊到“惠民巧匠坊”

“惠民巧匠坊”位于民主村22栋居民楼下
面，是一个靠墙修建的30多平方米的亭子，里面
设立配钥匙、修鞋、剪发三个摊位。每个摊位名
字亲切又醒目——“宋哥爱修理”“小黄皮匠坊”

“老张美发”。
说起这个“惠民巧匠坊”的前身，“老张美发”

主理人张功全最先发言。张功全66岁，他的父
亲曾在民主村摆摊理发21年。张功全接过父亲
的衣钵，也来到这个老地方摆摊，这一摆，又是
20年。

“老居民和我都是老朋友，像家人一样亲切，
所以我理发10年没涨价，一直都是5块钱。”张功
全说话的工夫，手中的剪刀、梳子也在娴熟翻飞，
很快就理好一个。顾客康阿姨对着镜子左看右
看，满意地笑了。

“小黄皮匠坊”主理人黄德军39岁，他也是
接父亲的班，继续扎根在民主村这个人情味浓郁
的老社区干手艺活。黄德军接过张功全的话头
说，在“惠民巧匠坊”打造以前，他和老张、宋哥都
是摆游摊，每天要现找位置，一把遮阳伞也难以
遮风挡雨。

被城管“请”回来摆摊

“是城管邀请我们来这个‘惠民巧匠坊’的，
他们说，以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摆摊了，我们当时
觉得像做梦一样。”黄德军笑着回忆道。

“随着城市的更新变换，和黄德军一样的社
区工匠、手艺人们失去固定经营场所，转为流动
摊贩，难免会占道经营、阻碍交通。但他们就靠
这个摊位谋生活，不能因为城市更新，让他们没
有安身立命之所。再者说，他们开展的服务是居
民生活所必需，不应该消失。”九龙坡区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谢家湾街道大队相关负责人
告诉重庆晚报记者。

为此，通过多方联动，开展座谈会、走访入
户，这个问题有了创造性地解决方法：利用社区
的角落空地，建立了五个“惠民巧匠坊”，将各种

小生意小摊贩搬到里面，不收租金，不收杂费，让
手艺人们得以在此继续谋生。

随后，城管人员主动联系到原来的流动摊
贩，将他们一一“请”回了社区。

“在这里工作太安逸了，不收租金，环境好，
我们觉得舒服，顾客也觉得舒服！”张功全笑声爽
朗地说道。

“我父亲说了，有了这么好的工作环境，以后
就踏踏实实扎根在这里，为大家服务。”黄德军说
这话时，眼里闪着光，嘴角挂着笑。

双向奔赴的温情

“惠民巧匠坊”让每一位手艺人心里暖洋洋
的同时，手艺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回报着社区居
民。黄德军说，他和老张、宋哥除了一如既往地
给居民们最实惠的价格和提供扎实的手艺以外，
他们还积极参加社区的各种公益志愿服务。

50岁的宋哥宋义平刚为居民配好一串钥
匙，他接过黄德军的话说了起来。目前，他们
参加过不少社区组织敬老志愿服务活动，为老
人们提供修面、补鞋、修电器服务；还有的家庭
出现渗水问题，引起邻里纠纷，社区干部第一
时间就能找到他们当中的泥水巧匠帮忙；还有
腿脚不便的老人家电有问题，自己作为维修
匠，直接把铺子丢给老张或者小黄代理，就赶去
上门维修……

“这些老手艺人陪伴了我们几十年了，他们
一直在，我们也很踏实。”79岁的叶金玉作为民
主村的老居民，颇为动情地说道。

对于游客们来说，“惠民巧匠坊”也是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在来自北京的“90后”游客蒋静眼
里，这里挂着喜气洋洋的红灯笼，贴着寓意吉祥
如意的对联，还能听到手艺人们叮当工作的声
音，居民们亲切闲聊的声音，以及看到现场这些
比她年龄还大的老物件，“像是城市忽然慢下来，
感受到旧时光的馈赠”。

“我还拍了几张照片发到小红书，很多人来
围观，说被这种暖暖的人情味打动了。”蒋静告诉
重庆晚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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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4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民主村社区，
察看小区改造和便民服
务情况。面对围拢过来
的居民，总书记说：“党中
央很关心的一件事，就是
把老旧小区改造好。改
旧换新，完善服务设施。
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都
能为解决民生问题投入
更多的财力物力，每年办
一些民生实事，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小修小补看似小事，
却和民生紧密相连。在
日常生活中，平时不起眼
的“小修小补”摊位提供
的生活服务是“刚需”，关
系居民生活的便利度和
幸福感。商务部等 13 部
门2023年7月发布的《全
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2023 － 2025）》也 提
出，“规范有序发展集修
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
于一体的社区工坊，明码
标价，提供平价维修服
务。”

在采访中，我深刻感
受到，“惠民巧匠坊”不仅
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
一个情感容器。它承载
着老手艺人的坚守与生
计，也承载着居民对便利
生活的期待。民主村创
造性打造的“惠民巧匠
坊”，不仅为城市治理提
供了新思路，也为社区建
设注入了新活力。它让
我们感受到，城市更新不
仅仅是高楼大厦的崛起，
更是对传统与温情的守
护。

重庆晚报-厢遇首席记
者 王薇
实习生 雍晓雨 蒋达
弘 摄影报道

记者手记>>>

体现了城市
管理温度

在重医大附三院（方大医院），医疗救助基金正成为
解决困难患者燃眉之急的“及时雨”。自2019年与重庆
市红十字基金会合作设立以来，该基金已成功救助多名
患者，累计发放救助金额近12万元。这些救助金不仅为
患者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更给予了他们心灵上的慰藉
和希望，让他们在面对疾病时，能够勇敢地接受治疗，追
求健康的生活。

重医大附三院（方大医院）医疗救助基金源自医院
2019年创新设立的“电子锦旗”项目，旨在帮助更多贫困
患者获得医疗救助。“电子锦旗”推出后，得到了患者、家
属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29岁的吴某患有强直
性脊柱炎伴髋关节强直，在治疗时获得了重医大附三院
（方大医院）救助基金的主动帮助。在他出院后，他为医
护人员送上了一面电子锦旗并捐款200元，将这份爱与
希望传递了下去。

近年来，不少人匿名捐赠，制作电子锦旗，将爱心源
源不断地汇聚到医院专项医疗救助基金中。目前，医院

共收到电子锦旗约3000面，专项医疗救助基金已达44
万余元。这种创新的公益模式，不仅拓宽了医疗救助基
金的资金来源，也让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形成
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方大集团董事局强调，方大集团发展医药大健康产
业，始终秉承“对国家有利、对社会有利、对医患有利”的
理念。重医大附三院（方大医院）将继续发挥医疗救助
基金的公益作用，为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提供医疗救
助。同时，医院也将继续加强与市红十字基金会、患者、
医务人员的合作，把这一特色公益品牌延续下去，为患
者提供温暖、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

未来，医院将不断优化医疗救助基金的管理和使
用，确保每一笔救助金都能精准地帮助到真正需要的患
者，同时，医院也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继续关注和支
持医疗救助基金，共同为困难患者撑起一片希望的天
空。

来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方大医院）

重医大附三院（方大医院）医疗救助基金助力患者重燃健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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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军正在为居民补鞋黄德军正在为居民补鞋

宋义平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敬宋义平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敬
老志愿活动老志愿活动

张功全理发多年张功全理发多年，，一直都是一直都是55
块钱块钱。。

惠民巧匠坊惠民巧匠坊

“小黄，我这双皮鞋
就放在这里了，晚点我来
找你拿。”

“老张，新年好，给我
把头发理短点，显精神点
那种。”

“宋哥，帮我配把钥
匙，儿子过年回来要用。”

1月24日，距离春节
仅有几天时间，九龙坡区
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的“惠
民巧匠坊”一派热闹景象
——坊内的三个小修小
补摊位前，不少居民一边
闲谈一边排队等候；修补
声、剪发声、居民们聊天的
声音，似与屋檐上高挂的
红灯笼交织成“迎春交响
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