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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农活太累了
想学一门手艺

在阜新路 182 弄—184 弄小
区门口，常年坐着一位大爷，在他
身边有一个马扎凳、一堆修理材料
和一些待修的物件，在这堆看起来
乱糟糟的物件中间，有一个白色木
板，上面像是用毛笔写着：修理皮
鞋、拉链、自动伞、雨伞、拉杆箱、包
等等（现金、支付宝）。 木板上，可
以明显的看到“支付宝”的“之”
被写成了“知”，后被涂抹掉，才修
改成了“支”。

这位大爷姓许，大家都喊他许
师傅。 许师傅是江苏泰州人，今年
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说，自己年轻
的时候一直在老家干农活，一直到
二十多岁，觉得成天“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日子太苦太累了，也没有
什么出路，就想要尝试去做一些其
他的工作。 于是，他就跟人学习了
修理的手艺，他认为，这样一来可

以真正学到一门技术，二来在他的
认知里靠手艺吃饭的活儿还是比
较稳定的。

那时许师傅已经二十几岁了，
用他的话来说， 算是大龄学徒了。
学会修理后，他和朋友一起在家乡
的工厂工作，做了一年多，效益不
太好，就离开了。 之后，他就一直在
家乡的街头巷尾出摊维修，以此谋
生。

93 年到上海
一坐就是 27 年

许师傅有一个儿子，毕业后来
到上海工作，并在这边成了家有了
孩子，但由于平时忙于工作，就让
许师傅和他的爱人到上海来照顾
孙子。“本来我都可以领着劳保，跟
老伴好好享受老年生活了。 ”许师
傅说：“自从 1993 年来到上海后，
生活也变得紧凑了，自己不愿意闲
着，就出来做老本行，一方面是为

了补贴家用，另一方面有时候也会
觉得修理本身是一种乐趣。 ”

在上海的前几年，许师傅家住
四平路街道，所以也基本一直在附
近修理物件。 2007年的时候，阜新
路 182—184 弄建了一个大门，那
之后， 他就一直把摊位放在这边。
之后， 许师傅家搬到了控江路，他
说， 自己每天早上九点多从家出
发，大概步行三公里到这边，正好
能锻炼身体，下午五点左右坐公交
车回去，除了雨雪天，其他时候一
般都会来的。 许师傅的午饭是拿保
温盒从家带过来的，每天收摊之后
他都会把东西放在小区里面的一
个棚子下面。“之前在这边住，小区
里的很多人我都认识，他们有的是

我的顾客，有的是老朋友，东西放
在这里没事的。 ”许师傅说。

许师傅提到，现在修理东西的
人越来越少了，基本都是附近的老
年人，很多都是老顾客，有的之前
家住在这边， 后来搬到了浦东、嘉
定，也会大老远的跑过来找他修理
东西。 不忙的时候，顾客等一会就
可以修好拿走了， 赶上忙的时候，
也要等个两三天。 因为没有门店，
许师傅的修理价位大概是店铺价
格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现在做我们这一行的人越来
越少了， 有的年纪大了也就不做
了。”许师傅表示，这是自己生活的
手艺，现在还有精力出来，而且做
了那么多年，也有点割舍不下了。

某个早晨，晨光微曦，身穿志愿
者马甲的汤汉聪已经出现在他所值
守的点位上， 这不是他第一天这么
早了。自从退休后，汤汉聪就在小区
担任志愿者， 是个“爱管闲事”的
“热心肠”。 抗疫期间，他更是天天
在岗，一天值守 8 小时。 汤汉聪不
仅志愿服务热心， 对大大小小的社
区事务也很“上心”，“看到有共享
单车进出小区， 他穿着拖鞋也要追
在后面制止。 ”有居委干部这样说。

在他的义工“生涯”中，曾经发
生这样一件事，“大概是 7 点不到，
一个路过的居民和我说， 花坛旁边
有部手机。 ”汤汉聪回忆，他马上走
过去，捡起一看，是一部苹果手机，
屏幕都摔碎了， 手机壳里还夹着一
张百元现金。 “当时看周围都没有
人找手机， 我就把手机拿起来放到
工作台旁，等居委干部来上班了，就
把手机交给了她。 ”

控江路 2026 弄居委干部回
忆，早晨汤汉聪执勤时捡到手机，在

不知道失主是谁的情况下， 只好给
手机充电后守株待兔， 等失主打电
话。还没到中午，失主宁先生的电话
就过来了， 经上门核实确认他就是
手机的主人。 宁先生称自己是前一
天晚上喝醉后将手机丢失的，“手
机里有很重要的客户信息。 ”在得
知手机是小区志愿者捡到的情况
后，他表示非常感谢，并连声夸赞志
愿者和居委会工作人员。 汤汉聪却
说，这是一件很简单的“小事情”，
“没什么了不起的。 ”

（社区宣文办）

日常：累不是问题

今年 63 岁的王多林，2002 年
受聘成为密云小区 444 弄 2 号楼
保洁员，至今已有 18年，刚开始仅
负责一幢楼的卫生保洁工作。
2009 年，1 号楼和 3 号楼另两名
保洁员辞职后， 王多林主动请缨，
由他与妻子两人担负起了 3 幢大
楼的卫生保洁。 3 幢大楼，总面积
达 40075 平方米， 工作量之大可
想而知， 但他从来没叫苦叫累，还
说：“那都不是事儿。 ”

每天 5点不到， 王多林就踏上
上班之路。 从清扫小区道路，清理小
区花园，到 3幢楼大厅、6部电梯，每
天早晚各一次。 444弄一个楼面 12
户人家，18层楼，200多户， 王多林
每天清垃圾， 从上午 9点钟开始，一
直要收到中午 12点。 拖地板、清楼
道，有时大楼下午还有临时收垃圾的
工作。 由于垃圾清运工作的特殊性，
王多林到密云工作至今已经有 18
年没有回家过年，“过年期间比较
忙，离不开人。我不偷懒，也没为自己
考虑过。 ”

抗疫：迎难而上

像王多林这样任劳任怨在基
层一线工作的物业员工还有很多，
为何是他脱颖而出？物业党支部书
记许耀荣介绍，这要从今年密云小
区携手展开疫情防控说起。

突发的疫情打乱了居民的生
活节奏，也给物业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街道房办组织疫情消杀专业业
务培训后，1 月底至 3 月， 王多林
在这段最关键的时期挺身而出。他
舍小家，顾大家，每天全副武装，一
日三次为 3幢大楼的 6 部电梯、大
厅、垃圾桶喷打“84”消毒水，并做
好消毒记录。 王多林抱着“宁可自
己累一点也不能疏忽，要对大家负
责任”的工作态度，默默坚守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

正是王多林的坚持不懈和专
业消毒工作，逐渐消除了居民的恐
慌心理， 大伙儿都说：“有王师傅
在，我们很放心！”王多林也因其作
出的贡献，在物业内部评选中获得
抗疫优秀个人奖。 对于居民的夸赞
和公司的认可， 他腼腆地笑着说：

“我一个人辛苦不算啥， 只要小区
干净卫生，大家安全我就满足了。

未来：主动跨前

对于得奖后的感想， 他坦言，
上级安排自己做什么工作就去做，
不会因为得奖了就摆架子挑工作，
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目前
王多林在做好环境卫生的同时，也
全身心投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随
着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推进，越来越
多的居民有了垃圾分类的意识，不
会再扔错垃圾桶了， 他高兴地说：
“这工作越来越有劲头了！ ”

（社区宣文办）

11月 23 日， 杨浦区见义勇为
先进分子表彰会举行，对过去一段
时间，杨浦涌现出来的见义勇为先
进典型人物进行表彰， 共 13 人被
评选为杨浦区 2020年“见义勇为
先进分子”， 其中就有来自四平路
街道的徐金桂和顾超。

2020 年 4 月 18 日早晨 6 点
20分左右， 大连西路 30弄密云小
区内 12 号楼 105 室外， 两网融合
点的柜子突然起火，105 室居民顾
超及时发现火情并大声呼喊，同时

迅速搬开了附近的易燃物，正在做
清扫工作的徐金桂迅速赶到，打开
垃圾箱房，拉出水管，与顾超两人
一起灭火，阻止了火势蔓延，并将
外围大火扑灭。 其他居民拨打了报
警电话，消防和民警迅速赶到并扑
灭了箱体内的火。 面对火情，徐金
桂和顾超及时采取措施， 通力合
作、处置得当，成功阻止火势蔓延
并扑灭外围大火，保护了公共财产
安全。

（上海杨浦）

18年，63岁，3幢大楼
“最美物业人”王多林

□见习记者 于梦阳

小时候，在街头巷尾很容易就能找到修理物件的小摊，有
修理钟表的、修理自行车的、缝补衣服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与科技的进步，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开始更新换代，并且更换
的速度与频率都在加快，很多老物件被电子化产品替代了，生
活中，人们逐渐习惯于“一次性”与“快时尚”，久之，街头越来
越难找到修理小摊了，也不知道那些修理匠都去了哪里。

在上海市第四届“最美物业人”评选中，密云小区 444
弄 1-3 号楼的保洁员王多林荣获 “上海市最美物业人”称
号。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背后凝聚的是王多林在抗疫期间
无私无畏的付出，以及在基层岗位兢兢业业的表现。 对此，
他本人却很朴实：“要保持和得奖前一样，不能获得荣誉就
不做了，要坚持下去。 ”

义工汤汉聪：坚持做好每一件“小事”

通力合作 扑灭大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