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 出 一 块 新 布 料 ，打 开 缝 纫 机 穿 针 走

线，一套动作麻利熟稔，何爱清早早就来到

了自己的门店，接着做前一天下午收工时没

干完的针线活。“何姐，我女儿的线衫破了个

洞，快帮我补补。”附近居民张女士左手拎着

一包菜、右手肘挂着线衫，还在门外，就朗声

说道。

“老熟人了，她手艺好，价格公道。”张女

士说话间，何爱清便将破洞补好。

“小修小补”一头连着老百姓的刚需，一

头牵着手艺人的生计，不可或缺。近年来，

江西省南昌市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积极发

挥作用，以多种形式提供帮扶，在城区设置

规范摊点，推动“小修小补”业态健康发展。

百姓需要

今年 45 岁的何爱清年轻时在一家制衣

厂工作，学了一手好缝纫技术。2015 年，做

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她琢磨着靠手艺摆个织

补摊，赚点小钱，补贴家用。

“地方就选在南昌火车站后面的天佑支

路，离家近，人也多，生意应该差不到哪里

去。”起初，何爱清信心满满。

生意是不差，就是地方小。那条本就逼

仄的小道早就被各类摊位占满了，和她一样

的修补摊不下 5 个。路人、三轮车、电动车来

回穿行，“大家都挤在一起，一不小心就可能

踢翻别人的招牌。”何爱清说，当时自己的摊

位摆在一家炒货店门前，“时间长了也影响

人家做生意。”

“那时候摆摊很随便，确实不好，多漂亮

的城市，你摆一摊他占一块，不仅挡了路，还

有安全隐患。”何爱清坦言。

不少“小修小补”摊位也有类似问题：占

道经营、阻碍交通、影响其他商户经营，再加

上流动性强，规范经营意识不高，随着时间

的推移，陆陆续续有人放弃不干了。

2019 年 末 ，何 爱 清 的 摊 位 也 摆 不 下 去

了，回去重新做起了家庭主妇。

“其他人也大多不干了。修鞋的老李，

不愿再折腾，索性就收了摊；修自行车的吴

大爷年纪大了，也回了家；和我一样干缝补

的章姐，听说也出去打工了……”何爱清说。

回到家，何爱清原想从此就歇了。万万

没想到，老顾客竟找上了门。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何

爱清从午休中吵醒。“哟，花香姐！”开门，何

爱清一愣，来人是附近的居民李花香。

“可算把你给找到了，问了好一圈，费老

劲了！这不，在家里洗晒衣服，发现有的要

改大小、有的要补，麻烦你了啊！”说罢，便火

急火燎地把一包衣服往何爱清手里一塞。

何爱清脚踩缝纫机，双手摆弄着衣服，加紧

缝补。

回到社区，李花香就把找到何爱清这个

消息透露给一众老友。后来，时不时就有老

顾客提着衣物找到何爱清家里。

“有同感！雨伞坏了、鞋脱胶了、衣扣丢

了，没地方修，多不方便。‘小修小补’连着老

百姓的生活啊。”南昌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

科科长蔡志强说。

从 2021 年开始，南昌市各级商务部门每

年都会组织调查走访，了解便民生活圈的布

设情况。“我们深入南昌市城区调查摸底，发

现 80%以上老百姓对‘小修小补’业态有需

求。”蔡志强说。

发展“小修小补”，南昌市有良好的空间

基础。2021 年，南昌市获批全国首批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在此之前，一批

便民服务设施已经建立起来——2019 年以

来，南昌着力建设社区邻里中心，其中就包含

了社区商业，部分社区已在探索布局“小修小

补”业态。

“‘小修小补’业态有很强的灵活性，我

们不对业态打造做统一要求，但关键要合理

解决场地问题。各区根据市民对‘小修小

补’的需求、手艺人生活经济条件、空间条件

等 实 际 情 况 ，积 极 探 索 ，科 学 灵 活 设 置 点

位。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新建或寻找场所并

免费给手艺人使用；有的让手艺人在便民服

务点或社区邻里中心‘安家’；有的则协调闲

置 场 所 ，手 艺 人 付 少 量 租 金 ……”蔡 志 强

介绍。

在南昌西湖区绳金塔街道公正广场上，一

排新建的小木屋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 5名手

艺人的“新家”——20余平方米的空间里，有裁

缝、修理电器、修鞋、干洗、理发 5种“小修小补”

业态。

“全部免费使用！”绳金塔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徐锦羊介绍，“规划建设时，街道请住

建、城管等部门现场指导，确保合法合规。”

“好得很！以前没有场地，这里摆一阵子

那里摆一阵子，刮风下雨很不方便，现在很幸

福。”今年 53 岁的赵长根擅长家电维修，2022
年 11月，他得知要新建场地，第一个报名申请

入驻。

在城市管理部门的帮忙下，如今何爱清

也有了满意的经营空间。2022 年底，西湖区

南站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胡筱兵在

日常巡查中发现，何爱清原来摆摊点附近有

一间不到 5 平方米的小门面。经沟通，房主

愿意以 300 元一个月的价钱出租。胡筱兵随

即告诉了何爱清。

“其他地方也有免费场地，但是远，顾客

又不熟悉，这里正好！”何爱清对新场所很

满意。

据统计，近年来，南昌市相关部门和街

道社区积极发挥作用，以多种形式提供帮

扶，在南昌市城区设置“小修小补”摊点 700
余个，其中超过 1/4 摊点免费提供。

便民惠民

2023 年春节假期刚过，在青山湖区南钢

街道会议室，一场讨论“小修小补”业态如何

设置选点座谈会开得实在又热闹。社区干

部、居民、“小修小补”手艺人、城管工作人员

等多方代表各抒己见。

“我 们 充 分 听 取 会 上 各 方 的 意 见 。 会

后，街道又就辖区内居民‘小修小补’需求量

和大致类型、‘小修小补’手艺人数量和分布

情况进行了摸底，并结合街道人口结构、可

用场地等因素，最后综合确定了 12 个摊点选

址。”南钢街道党工委书记岳丽明介绍。

越 来 越 多 的 摊 点 ，让 百 姓 生 活 更 加

方便。

青山湖区向荣社区及周边骑电动车出行

的居民不少，一个专门修补电动车轮胎的摊

点深受欢迎；铁五社区居民多为南昌火车站

职工，行李箱使用频率高，拉链和小滚轮经常

坏，社区去年就设置了裁缝铺和维修铺；乐安

社区居民最近发现炒菜的锅坏了或不好用

了，社区门口就有专门维修保养的地方……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小修小补”业态，也

为了迅速帮手艺人找到生意，南昌市不少地

方组织师傅们带着工具进社区、进小区，为

居民服务。

周日上午，红谷滩区凤凰花园社区凤凰

花园小区一角热闹非凡，居民们排了几条长

队，有的提着菜刀、拿着剪刀，有的抱着衣

服、拎着鞋子。队伍的尽头，一众老手艺人

忙得不可开交。

“师傅们技术都挺好，修补好了基本上

看不出痕迹。平时东西坏了，拿出来修一下

没什么不好，勤俭节约嘛！”拿着刚修补好的

衣服和高跟鞋，20 多岁的居民曲小影说。长

长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和她一样的年轻人。

“小修小补”既便利了老百姓，也帮更多

手艺人实现再就业。

在凤凰家园小区一处空旷的广场上，两

间小木屋里入驻了 3 名手艺人，他们都是残

障人士，以前没条件在外摆摊。“趁着‘小修

小补’回归，我们特意给 3 名师傅修建了经营

场地，免费入驻并提供水电。”红谷滩区残疾

人就业与康复服务中心主任邹艳说。

“前几年也试着找过相关工作，但都因

为腿脚不便没成功。我的愿望就是有一天

还能再搞家电维修，没想到还真成了。”66 岁

的罗少钦笑得合不拢嘴。

改进服务

在东湖区花园角农贸市场旁的一条小

巷，有着 20 多年配钥匙修锁经验的翁伟荣忙

活了一大早，终于有空坐下来聊聊他的开

心事。

“两件事——一是政府给我提供了室内

经营空间，再也不用露天摆摊、风吹日晒了；

二是有了营业执照！”说罢，翁伟荣起身，指

引记者看向挂在墙上崭新的营业执照。

“ 现 在 有‘ 名 分 ’了 ，有 了 当 老 板 的 感

觉。”翁伟荣笑呵呵地说，有证就是正规经

营，顾客信任度更高了，生意也好了很多，

“ 以 前 一 个 月 就 赚 千 把 块 钱 ，现 在 有 三 四

千块。”

“‘小修小补’业态小而散，无法实现大

范围集中管理，也没有特定的行业标准和

完善的定价机制，从业者法律意识和规则

意识普遍较弱，管理起来有一定的特殊性

和难度。以前，之所以会‘消失’，除了城市

更新等因素，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有效

管理。”南昌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

罗 建 华 表 示 ，现 在 ，“ 小 修 小 补 ”要 继 续 壮

大，就要规范管理，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南昌市一方面指导各区设置便民疏导

点，提供固定场所，一方面督促从业人员办

理营业执照或进行备案登记。

“以前小摊贩四处流动，出了问题根本

找不到人。现在‘小修小补’业态有了固定

经营空间，也相对集中，更规范了。我们督

查申请入驻的从业者要先办证或登记，并不

得 私 自 转 租 或 从 事 其 他 未 备 案 的 服 务 内

容，”罗建华说，“这样一来，管理起来也就有

了抓手，从业者的服务质量、规范经营意识、

自我约束能力都会有所提高。”

为保持摊点周边的环境卫生，“小修小

补”手艺人还签订责任书，自备收集容器，自

觉 清 理 垃 圾 和 污 水 ，做 到 人 在 地 净 、人 走

场清。

“有了这么好的条件和环境，当然要爱

惜。”翁伟荣平时很勤快，只要一闲下来，就

会这里扫扫、那里擦擦。“要让我们‘小修小

补’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他自豪地说。

政府规范化管理，促进“小修小补”业态

健康长久发展，手艺人也努力加强自我管

理 ，提 高 自 身 技 术 水 平 、服 务 意 识 、品 牌

意识。

在红谷滩区凤凰家园小区，罗少钦的工作

台上除了堆放各式工具和零部件，还有一

摞书。

“现在有了固定的地方，环境也好了，平

时忙完了修理，还能静下心来学习最新的知

识。”罗少钦进取心强，订阅了《无线电》等杂

志。如今他不仅会修最新款的电饭煲、电风

扇等传统家电，还会修空气炸锅、破壁机等

新式小家电。

罗少钦的学习热情也感染了周围其他

手艺人，整个摊点学习氛围浓厚了起来。一

旁配锁铺的衷师傅经常通过视频学习最新

智能门锁修理方法；修鞋的徐师傅也在不断

学习补鞋、改跟、换底等新技术，学习使用新

设备和新材料。

何爱清的缝纫事业也蒸蒸日上，她不仅

肯下功夫，学会了电脑绣花、定做复杂衣服，

扩大了业务范围，还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意

识，回头客越来越多。

“现在缝补衣服可不像以前打个补丁就

完 事 ，不 但 要 缝 好 缝 得 漂 亮 ，还 得 不 露 痕

迹。”何爱清细心呵护着“小何织补”这块招

牌，对待顾客送来的衣物，每次都要先细细

研 究 材 质 和 织 造 工 艺 ，努 力 打 造 自 己 的

品牌。

“踏实着呢！”下午 6 点，何爱清收拾好

工具和衣物，落锁关门，准备回家。“政府都

给张罗好了，有固定场地，还怕什么，干到

六七十岁不成问题！”走出门面外的小路，

融 入 大 街 上 熙 攘 的 人 流 ，何 爱 清 的 步 履

轻快。

图①：居民来找何爱清缝补衣物。

本报记者 周 欢摄

图②：翁伟荣在为居民配钥匙。

本报记者 周 欢摄

图③：居民来找罗少钦修电器。

成 奔摄

有了固定摊点、集中有效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南昌推动“小修小补”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周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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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不平凡的人生R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R

本报北京 6月 16日电 （记者白剑峰）6 月 14 日是世界

献血者日。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我国无偿献血人

次数和献血总量实现 20 多年持续增长，无偿献血总量、献

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等位居全球前列。2023 年，我国

无偿献血人次和无偿献血总量均再创历史新高，较 2022 年

分别增长 5.9%和 4.8%。

今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在庆祝世界献

血者日二十周年之际：感谢您，献血者！”活动目标是：“完善

无偿献血机制，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感恩无偿献血者为挽救

他人生命作出的贡献；呼吁公众定期参加无偿献血，建立高

质量血液安全供应保障体系；在青年和公众中大力宣传无

偿献血科普知识，壮大无偿献血者队伍。”

6 月 14 日，2024 年世界献血者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在山

东济南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下一步要持续改进优

化献血服务，号召更多公众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为人民健康

福祉贡献更多力量。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无偿献血工作，

不断健全政府领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无偿献血工

作格局，优化无偿献血激励机制，加大宣传动员，多措并举，

持续推动无偿献血事业健康发展。

我国无偿献血人次和总量再创新高

董文清在湖北省襄阳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

熊 海摄

6 月 13 日 早 上 9 时 ，刚 值 完 晚 班

的 董 文 清 出 现 在 湖 北 省 襄 阳 市 中 心

血站，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庆祝第二十

个世界献血者日的到来。“老董，手恢

复得怎么样？听说你今天要来献血，

大家都想见见你。”襄阳市中心血站

机 采 室 主 任 柴 声 江 和 他 打 起 了 招

呼。今年 3 月 1 日，董文清不小心滑

倒，手腕骨折。刚过 3 个月，董文清又

赶来献血。

董 文 清 是 中 国 石 化 湖 北 石 油 襄

阳余家湖油库副班长，黝黑的皮肤、

结实的身体，他身上有着石油工人的

坚毅与质朴。坚持无偿献血 28 年，他

累计献血 6.8 万毫升，相当于 15 个成

年人体内血量的总和。2023 年，董文

清被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

合授予“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

誉奖”。

“献血，是可以救命的。”说到为

什么要献血，董文清短短一句话，引

出 了 两 个 让 他 终 生 难 忘 的 故 事 。

1995 年，董文清的母亲检查出重病，

医生说做手术需要输血，但当时血源

十分紧张。“我想，要是有好心人能无

偿献血该多好。”董文清说。1997 年，

董文清一位朋友的孩子身患白血病，

出现病危情况，急需输血。董文清想

起母亲手术时自己的遭遇，毫不犹豫

地伸出了援手。“当时我献出了极限

量 600 毫升的血，但一点也不后悔。”

董文清说。

从 那 以 后 ，董 文 清 开 始 献 血 。

1998 年，我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董文清坚持每年献两

次全血，从 2013 年开始，他改献血小板，献血频次从一年

两次增加到每月两次。董文清是一个节俭的人，但为了

献血，他变得“慷慨”起来。他每周拿出固定工资给自己

补身体。工作之余，还不断地学习献血方面的知识，并养

成了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希望我的血液对患者的恢复

能起到更好地促进作用。”董文清说。他还主动加入襄阳

市 中 心 血 站 应 急 血 友 群 ，随 时 准 备 为 急 需 的 患 者 付 出 。

近年来，董文清共参与 17 次紧急献血，全力挽救他人的

生命。

“我总想为社会多作一点贡献，除了把工作干好外，能

通过献血来帮助他人、奉献社会，是我最大的心愿。”董文清

说。他的岗位在油库，每天的工作主要是接卸油品入库。

夏季高温，他仍需穿着长袖防静电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和隔

油手套爬上油罐车顶。“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油品保供是城

市运转的血液保障，严寒酷暑我早就习惯了。”董文清笑着

说。工作 36 年来，董文清共参与接卸油品 150 余万吨，没有

发生一起事故。

平凡的董文清，慢慢成为身边人的榜样。“2005 年冬

天，下雪后地面很滑，我妈妈走到楼下不小心滑倒，躺在雪

地里动弹不得。董文清一看到就把她扶起来送到了医院，

还为她办理好住院手续。”邻居张广洪说。2008 年，有同事

出国务工，上幼儿园的孩子家里无人接送，董文清便主动承

担起接同事孩子放学的任务。同事、朋友口中，这样的小故

事数不胜数，人人对他都很钦佩。有这样的基础，董文清动

员大家一起无偿献血，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至今，他已带

动 40 余人加入了献血者行列。最让他自豪的是，这些人

中，有自己读大学的儿子。

在董文清家里，一摞摞的献血证和荣誉证书被他小心

地珍藏在柜子里。“希望能用我微薄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虽然和他们素不相识，但献血对社会有贡献，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董文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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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的白

玛曲珍办成了家里的一件大事：把闲置的废

旧家电腾出去，把新洗衣机、破壁机、灯饰等

迎进来，家中焕然一新。

此前，家里的电器老化损坏，老人舍不得

丢掉，冰箱成了储物柜、电饭煲成了水果篮，

既占空间又不美观。白玛曲珍说服老人的契

机是京东的以旧换新服务。老人听说旧物免

费上门回收，还能折抵现金、享受换新补贴，

高兴地说：“换！”拆旧、安装、清理现场一步到

位。白玛曲珍对“换新”过程也很满意。

京东以旧换新服务始于 2015 年，首先在

3C 数 码 品 类 上 线 手 机 回 收 服 务 ，随 后 陆 续

上线家电、电动车、家居等品类的服务。今

年一季度，京东又联合 3C 数码、家电家居和

汽车等品类合作伙伴，共同投入 65 亿元升级

一站式以旧换新服务。截至目前，京东一站

式 以 旧 换 新 服 务 已 经 覆 盖 了 超 200 个 细 分

品类。

以旧换新服务升级，是京东持续打造优

质服务的一个缩影。多年来，京东聚焦零售

本质、持续升级投入，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的

成本、效率、体验，不断丰富和完善服务举措、

产 品 和 团 队 ，为 用 户 提 供“ 多 快 好 省 ”消 费

体验。

目前，京东已累计推出超过 200 项保障消

费者权益的服务，拥有行业内较大规模、超 2
万名客服团队，为用户提供全时段、全链路保

障。特别是自 2023 年以来，京东相继推出一

系列提升消费者体验的举措，包括“百亿补

贴”“9 块 9 包邮”频道以及京东采销直播，下

调自营免邮门槛至 59 元，将“仅退款”服务从

自营扩大到第三方商家等。

今年以来，在携手众多合作伙伴为消费

者提供更多新品好物的同时，随着长沙、天津

等地的京东 MALL 陆续开业，将线上购物的

便捷与线下购物的体验结合的京东 MALL，

正成为多个省会和重点城市的商业新地标。

京东超市上线“百亿农补”会场，计划在 3 年内

投入 100 亿元补贴农产品，以源头直发的方式

让用户享受价优物美的特色农产品。京东即

时零售业务近期全面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

物立享”的购物体验，目前已覆盖 2300 余个县

（区、市），合作门店超 50 万家，覆盖全品类

商品。

今 年“618”，京 东 在 努 力 为 消 费 者 提 供

“又便宜又好”的体验的同时，依托自身扎实

的数智化社会供应链，为合作伙伴发展提供

助力；为帮助商家实现有效增长，京东在流量

生态、AI 技术和服务能力三大领域投入最大

力度的资源，让拥有好商品、好价格、好服务

的商家获得更多关注。

京东通过不断优化用户体验，在一季度

实现各项用户指标大幅提升，季度活跃用户

数连续两个季度保持同比双位数增长，不仅

充分展现了企业在提升用户体验、促进高质

量消费方面的成果，也为巩固消费市场持续

回升向好趋势贡献了积极力量。

作为数实融合的新型实体企业，京东将

继续发挥自身在供应链、技术、服务等方面的

优势，通过持续提升用户体验，赢得更多用户

认可，为促进高质量消费、服务扩大内需战略

不断作出新的贡献。“我们有信心为用户、员

工、股东和整个社会持续创造价值，写好服务

消 费 者 新 篇 章 。”京 东 集 团 首 席 执 行 官 许

冉说。

京东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

聚焦用户体验 激发消费活力
本报记者 温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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