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6.24 佐责任编辑 / 杨 青 执行编辑 / 沈定山

04、05
静静安安寺寺··

专题

热情周到收获“金口碑” “小小”服务绽放“大”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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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修补羊毛衫的朱玉珍有一个“百宝袋”，里面装着不同种类、
不同粗细的毛线，颜色共有近百种。一旦有居民送来损坏的羊毛衫，朱玉
珍都要拿出她的“百宝袋”，比对着找出一个最贴近的颜色开始修补。

一件黑色毛线钩织的披肩，朱玉珍用手一摸便能判断其材质。 修
补毛衣的难度在于，市面上的毛衣编织针法、花样千奇百怪：有走针极
其密的、有刻意设计成镂空的、有复杂花纹的……朱玉珍在修补时要
学习毛衣原本花纹的编织手法，做到还原。 朱玉珍表示：“简单的破洞
半小时就能补好，要是遇见严重的漏针那就要花上两三个小时了。 ”

朱玉珍从八年前开始从事老年服装相关的工作， 起初也是为了
让老年人有地方能买到合适、喜欢的衣服，后来渐渐听越来越多的老
人们抱怨羊毛衫坏了又无处修补，她便自己琢磨方法帮助老人，这才
开始从事修补羊毛衫的工作。因为老人们修补毛衣的需求较大，而每
次服务时间又非常有限，因此常常在服务时间结束后一两个小时，朱
玉珍还在收取衣物。

有些老人在旁观朱玉珍修补羊毛衫时萌生了织毛衣的兴趣，便
提出想要跟着学，朱玉珍便向他们传授一些针法技巧，甚至送给老人
们一些羊毛线让他们回家练习。朱玉珍常说，每每老人们拿来一些旧
衣物让她缝补时，自己都会被他们的勤俭节约所打动。

提起朱玉珍为老服务的热心肠，她说做这些都是受自己已过世的
父母影响。 朱阿姨的父母在世时都很喜欢帮助别人，父亲退休后在里
弄里担任楼组长，为里弄中的老年人服务，直到 80岁仍然在楼组中跑
上跑下为助人而奔波。 朱玉珍从小受父母言行的耳濡目染，以父母为
荣，因此自己也开始从事为老服务，谈到父母她眼眶泛红：“我能将这
种不图回报的善良传承下来，就是对我父母最好的孝顺。 ”

已经破洞的纯棉短袖需要改短一些， 将衣服的下摆裁剪下来一
部分，再将剪下来的部分用镊子小心地拆出几根线，把线熨烫直后用
来缝合衣服新的下摆……这是记者见到朱建菁时她正在做的工作，
这件衣服是朱建菁的老顾客委托她改制的，大家认可朱阿姨的手艺，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朱阿姨的名声也在居民区中打响了。

虽然用普通的线也能将下摆缝制好，但由于这件衣服颜色比较特
殊，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线，将原本衣服上的线拆下来缝制才能做到
完全的“原汁原味”。 朱建菁介绍，前来修补衣服的一般以老年人居
多，衣服不合身需要改大小，调整裤子的长短，以及居民穿着舒服的衣
服破洞了需要缝补，这些都是她的拿手好戏。 不仅要将衣服按照居民
的要求改好，更是在针法、颜色、款式上都力求符合衣服的原貌，哪怕
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这才使得朱建菁的手艺在居民中有口皆碑。

朱建菁自 1975 年开始就一直从事服装修补行业， 退休后在社
区服务也有近十年的时间，对于换拉链、修剪衣物等工作都有着丰富
的经验。朱建菁心灵手巧，工作中仔细认真，处处为居民考虑，在缝补
衣物时都抱着“较真”的精神，力求完美。

朱建菁曾为一位酷爱买裤子的海归改过裤子，“她一次带来了
将近十条裤子，是我在国内没有见过的缝制方法，而且每一条裤子裤
脚的缝制方法都不一样，十分精致。”朱建菁回忆道，“我当时只能一
边拆裤脚一边记住他的走线和缝制方法， 在改完长度之后再用同样
的方法把裤脚缝起来。 ”就这样，每一条裤子都一边拆一边学，朱阿
姨最终帮这位居民改制了近十条裤子。

但如此擅长针线活的朱建菁却并没有正经学习过缝补衣服的
技巧，有如今这般的好手艺全靠自己的兴趣和摸索。 朱建菁年轻
时不常出门，就爱在家里研究绣花，为家人缝制棉鞋。 后来朱建菁
所居住的小区里为居民缝补衣服的师傅身体欠佳，无法再继续服
务，便将这个工作托付给了朱建菁。 朱建菁当时只会一些简单的
针线，完全没有接触过缝补衣物这一块，但受人之托加上本身对
针线活有浓厚的兴趣，便接过了这个活计，自此便开始了自己的
“缝补生涯”。

在静安寺街道服务中心工作了 8 年的朱建菁， 本着对居民尽责
尽心的服务理念，也凭借着自己对针线活的热爱和钻研，在居民区建
立起良好的口碑。 但凡是找朱阿姨缝补过衣物的人都赞叹朱阿姨的
手艺， 她对待每一件普通老旧的衣服都像是对待一件艺术品一般细
心。 朱建菁笑着说道：“虽然我有这个手艺，但家里人知道我忙，很少
会让我帮他们改衣服，我帮助了那么多人缝补衣服，但我家的老公、
儿子还穿着几件不合身的衣服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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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文军是静安寺街道引入的第一批驻点维修技术人才，从
1997 年开始就正式在街道服务中心为居民们维修家电， 至今已有
23年。 焦文军不仅维修技术高超，而且价格合理，维修费、材料费比
市场至少便宜三分之一，空调、电视机、微波炉、DVD、电水壶等大大
小小的家电，他都能维修。 提供便民服务的这 23 年来，焦文军给自
己定了一个规矩———对静安寺街道辖区内的独居老人、孤老以及 80
岁以上的老人一律免除人工费和上门费，只收取材料费。

焦文军在从事社区服务前， 曾辗转几个工厂学习维修手艺，后
进入中央商场从事电器维修工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受邀参加了
愚园路四明居委会组织的便民服务活动， 为那里的居民们提供家电
维修服务。这一契机使得焦文军开始接触便民服务，加之居民们和街
道工作人员都对这位焦师傅维修的手艺赞不绝口，双方一拍即合，他
便正式地加入了社区便民服务人员的队伍。

多年来，焦文军和辖区内的老人们都已经十分熟悉，他对老人
的热心肠也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不收取上门费、人工费之外，对于
维修用到的一些便宜的小零件，他也时常自掏腰包为老人进行修理。
老人们往往比较怀旧，有些损坏的旧录音机、电视机舍不得丢弃，都
来找焦文军进行修理，焦文军也十分理解老人们对旧物的留恋之情，
有一些坏掉的零件现在都已经停产了， 他仍然去二手市场或托朋友
帮老人们购买，尽力修好老人们的心爱之物。焦文军以真诚之心对待
老人，辖区内的老人们自然对他也十分信任，家中电灯坏了也会第一
时间找到他帮忙。 焦文军还曾陪同长乐路 920 弄的一位老人前往街
道办事，他说：“老年人对我有信任感和安全感，所以才会找我陪同，
我只要有空闲时间都会尽力帮助他们。 ”

近来气温不断攀升，冰箱、空调一旦损坏，便影响日常生活。 于
是夏天变成了焦文军最忙碌的季节， 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跑 20 户居
民，最少一天也不少于 10 户，常常一工作就是从早上 7 点一直忙到
晚上 10 点半。 而对于辖区内的老人，特别是孤老，焦师傅更是随时
待命，他考虑到老人们的身体本来就虚弱，夏天天气闷热，若是没有
空调老人们很容易感到不适发生意外，因此不论多晚，只要老人有需
求他都会立刻上门提供修理服务。

除了居民区， 辖区内的孙克仁福利院也常常能看到焦文军的
身影，他承包了福利院的电器维修，也和那里的老人成为了朋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焦文军对老年人的关心照顾使得大家都对他
赞不绝口，每个月他都会收到十几封来自居民们的感谢信，信虽来
自不同的人家， 但传达的都是受助的老人们对焦师傅热心肠的赞
美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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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读章在静安寺街道居住了 40 年，对这一带有着极深的感情。
在当了两年的学徒之后，1987 年王读章在静安寺辖区内开了属于自
己的裁缝店。平日里王读章以自己的手艺谋生，自从去年生活服务中
心开业以来，他每周都抽出时间在中心免费为社区居民熨烫衣物，为
人谦和，深受好评。

作为一名“老裁缝”，王读章缝制衣服的手艺是数一数二的。 如
今上海戏剧学院学服装设计的学生都慕名而来找他做衣服。 许多学
生会拿着设计图纸来找王读章， 王读章再将学生们的奇思妙想用针
线缝制为一件成衣。由于技术精湛，王读章很快便在学生中打响了名
号，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大明星。 王读章翻开朋友圈向记者展示自己
受邀参加上戏服装秀的照片， 模特身上一件件风格迥异的服装几乎
都是出自王读章之手，学生们纷纷在下面留言，戏称这场服装秀简直
就是“王师傅专场”。

虽然有着一手做衣服的绝活， 但王读章在生活服务中心干的却
是熨烫衣服的小活儿。他每周会将自己的裁缝店关门半天，自带工具
来到服务中心为居民服务。 真丝、亚麻的衣服容易起皱，王读章只需
要 15 至 20 分钟的时间就能将一件起皱的衣服恢复平坦顺滑。 有居
民反映，自己买来的衬衫、大衣洗完后出现缩水的现象。 王读章在了
解到情况后，就会在熨烫时稍微拉一拉，以减缓缩水的紧绷感。 对于
王读章的热心和细心，居民们都赞不绝口。

被问到会不会觉得只熨烫衣服有些“大材小用”时，王读章很坦
然地对记者说：“服务中心缝补衣服的工作已经有其他的师傅在做，
缺少做熨烫衣服的，那么就由我来做。 居民缺什么服务，只要我有能
力就应该为他们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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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

家电维修

钟表维修

服装修补

衣物熨烫

干洗收衣

羊毛衫修补

上午

8:30-11:30

-

-

8:30-11:00

10:00-12:00

-

时间

周一至周五

周三

周一、周四

周二

周四

周五

下午

13:30-16:00

13:30-15:30

13:30-16:00

-

-

13:30-15:30

便民服务安排表
服务他人从来不是为了展示自

己，而是全身心地为他人着想，将自己
的小小技能落到实处服务于居民，也能
发挥大作用。 值得肯定的是，静安寺生
活服务中心的师傅们不光个个都“身怀
绝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甘于在小事
上为居民奉献、为居民着想。 一颗螺丝
钉，一针一线，联结起的是一个充满热
心、富有人情味的“同心家园”。

□记者 廖荩薇

位于常熟路 113 弄 23 号的静安寺街道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目前已正式开门复工，维修家电、维修钟表、修补衣物、修锁配钥……生活服务中心“藏龙卧虎”，居民们可以在这里得
到周全的服务。 提供便民服务的师傅们个个都“身怀绝技”，本期记者对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的部分师傅进行了专访，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