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衣补鞋嘞”“磨刀磨

剪子”，这些记忆中无比熟

悉的声音，如今却越来越少

地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修

笔匠、缝穷，这些曾经熟悉

的名字在一些年龄不大的

孩子听来是那么陌生，甚至

从来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

一份职业。如今，这些老行

业真的还存在吗？近日，本

报记者特地兵分三路，探访

了省城这些身怀技艺的老

手艺人。

黄洋洋 梅静 张崴

宁大龙 /文 李超钰 /图

调查2010年9月16日 星期四
编辑周玉冰 组版李静 校对 陈燕

06

缝穷张帆 外婆与孙女的缝穷情缘
缝穷是北方话语，在南方可直接呼为“补

衣服的”，记忆里从事缝穷的是些中老年妇

女，她们靠着多年来在针线上的修炼，赚点小

菜钱而已。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头缝穷的已经消

失了。省城宿州路与步行街的交口，却出现

了不足十平方的小店经营着一种“缝穷”的手

艺，并且加入很多时尚的元素。

80后女孩张帆自己经营着这家“补丁”

小店，要说这手艺还是外婆传给她的，张帆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拿着一根线帮

外婆穿针，而这时候外婆便会眯着眼睛，一

边做针线活，一边跟张帆说自己以前“缝穷”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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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2010第034号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10年10月9日
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如下：

一、拍卖标的：合肥市高新区科学大道
103 号浙商创业大厦 A 幢 1 单元 708 室房
产，面积约304.96㎡，参考价186.9万元。是
办公的极佳场所。

二、拍卖时间、地点：2010年 10月9日
上午10时 本公司

三、展示登记时间、地点：公告日至10
月8日下午4时 标的坐落地

四 、联 系 电 话 ：0551—2608593
2608592

五、注意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竞
买人须交纳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单位营业执
照副本复印件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委
托竞买的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被
委托人身份证明并交纳20万元履约保证金。
如竞买不成，保证金退还（不计利息）。

2010年9月16日

世界500强品牌“美的”集团
合肥美的制冷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招贤榜
2010年美的入选 BrandFinance

全球品牌价值500强，“美的”是此次
唯一入选全球最有价值500品牌的中
国家电品牌。

我们正在人群中寻找你，你，准备
好了吗？

岗位名称：合肥专卖店、商超金牌导购
岗位品类：空调
岗位描述：能吃苦耐劳，工作认真

负责、勤恳好学、会说普通话。
性别：女
年龄:21-40周岁
岗位要求：合肥市内，高中以上学历。
薪资待遇：年薪2-5万
服从公司工作地点安排（合肥市

内）。有家电销售行业导购相关经验
或者渠道销售经验1年以上者优先。

联系人：饶铭
联系电话：14705513466

人们经常喜欢说一个关于送煤工

的笑话。问：“谁的牙齿最白？”答：“送

煤工”。现如今，随着液化气、天然气、

太阳能等能源和设备的强势来袭，我

们已越来越少见到送煤工的身影了。

李卫亮今年48岁，安徽六安人，

25年前只身来到合肥，干起送煤这一

行。每天要送上千块煤，而一个月的

工资也只有一千多块钱，只能说是勉

勉强强养活妻子和女儿。

送煤工李卫亮 煤块承托一个家的生活

寻觅即将消逝行业的身影
本报记者带你走近省城老手艺人

在花冲公园附近，有一位老人几十年如

一日，坚持为大家修钢笔，执着地延续着自己

对钢笔的情缘。老人姓王 ，今年已经60岁，

从二十多岁起，他就向师父学习修钢笔，一直

延续到今，已有四十多年。

修笔的人却寥寥无几。“现在的人很少用

钢笔了，为什么还要坚守这个岗位？”王师傅回

答：“我修钢笔已经40多年了，舍不得呀！”

坚持是因为不舍放弃修笔匠王师傅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常常在睡梦中，被清

晨窗外铛铛作响的声音吵醒：“补锅换底咯！”

吆喝声一阵又一阵，街坊邻居们很快便拿出自

家烧坏的锅具，跑到楼下聚在一起，因为大家

知道，那是补锅匠来了。

今年55岁的赵世润就是这样一名补锅匠，

干这行已经有30个年头了，每月能赚1000元左

右，基本能维持他和老伴的日常生活。

补锅匠赵师傅 收入尚能维持生活

小时候父辈们骑着单车，载着童年的我

们，走在乡村的小道上 ，偶尔会看到一个简易

的小帐篷，那是卖凉开水的。

原以为卖凉开水这个行业已从我们的视

线当中彻底离去，可是，经记者多日来的寻

找，在合肥周边的乡村小路上，仍然还有卖凉

开水的。王梅就是其中一个，今年45岁了，在

长丰县岗集镇一个不知名的小路上，出售凉

开水。其摊子上还摆有可乐、矿泉水、易拉罐

等。“虽然现在很少有人买凉开水，但是，这个

行业是父亲留下的，我会继续坚守下去。”王

梅说道。

卖凉开水王老板 父亲留下的摊子要坚守

在街边明媚的阳光下，剃头的李师傅为

客人的脸上涂着泡沫，手持明晃晃的剃头

刀，在一块长条形的牛皮上刮得“ 哧哧”作

响，几个来回之后，胡茬便一扫而光，头发也

理得干干净净。

师傅对记者说，自己从19岁那年就拜淮

北的李广仁剃头匠为师，剃头已经整整40年，

“一个月大概有 1000多块钱的收入。”

剃头匠李师傅 手艺坚持四十余载

他叫刘名家，家住瑶海工业园旁的一间民

房内，目前已是位70岁的老人，由于视力的急

剧下降，他只能在家里听听广播，偶尔还会给

孙子们讲讲历史。

解放时期，刘名家在当地也算是个知识分

子，一张桌子，一支笔。整天坐在邮政局门口，

帮人代写书信。

记者问起当年帮人代写书信时，这位

70 岁的老人骄傲地对记者说，“当时人认

识字的不多，想要给家里写信传递信息 ，

全都靠我，还有很多年轻小伙子让我帮他

们写情书呢！”

代写书信刘老师 手艺已被时代所抛弃

“磨剪子嘞！”9月 15日上午9时

许，记者在红光街道听到这个姓张的

磨刀大爷又一次吆喝起来。

张大爷来自山东沂蒙山区，今

年 76 岁，来合肥磨刀 10 多年，现租

房，居住在周谷堆菜市场某民房

内，多年的穿街走巷，让他对这里

了如指掌。

磨刀匠张大师 大街小巷了如指掌

随着现代机械制造业的飞速发

展，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逐渐远离了我

们的生活。 但在岳西路，一位60岁的

老伯仍然坚守着打铁这种老行当。铁

匠老伯姓彭，家也住在岳西路上。

“莫说是带个徒弟，就是找个帮

手，现在都没人愿意来干 ，唉！”一声

叹息，道出了老彭心中的酸楚。

打铁匠彭伯伯 期盼有人能传承手艺

“橘子皮牙膏皮兔皮破铜烂铁

废纸旧书鸡毛鸭毛鹅毛拿来卖——

哟——”记得小时候不管是多大的

孩子，只要听到这声吆喝，便开始在

自家床下或院子角落找可以换钱的

东西，大家都知道，那是收荒匠来

了。

王师傅就是这样的收荒匠，已

经 66 岁了。“老伴去世早，没文化

也不知道该谋些什么事情，虽然挣

不了几个钱，但还能过得下去。”王

师傅对记者说道。

收荒匠王师傅 收荒只因生活所迫

街头剃头匠在修面 磨剪子、磨菜刀老人

街头送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