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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在市区马路街与和平街交叉口
处，60岁的李国清坚守的修表铺远近
闻名。附近居民谈起李国清来无不竖
起大拇指：精益求精，为人和善，性情
淡泊。修表生意曾经火爆时，火车站
附近的修表摊有31个，可如今仅有他
的修表铺在坚守。40年来他沉浸于
修表行当，难以割舍，虽然现在客人越
来越少，但他仍不愿意放弃，他最担心
的就是修表手艺无人传承。

简陋修表铺 坚守40年

9月16日上午，秋高气爽，李国
清的修表摊就在街边一处树荫下。身
材不高，戴着老花镜，和顾客交谈时
轻声慢语，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李国
清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为人和善、内
心平静。老人面前摆放了一张不高的
小木桌，桌上放了个玻璃柜，玻璃柜
上面七零八落地挂着一些手表及零
件，再加上木桌旁的板凳，这就构成
了修表匠李国清的“办公室”。

“表带轴坏了，给你换换就能戴
了。也不值啥钱，你看着给吧……”等
到修好表带后，一名20多岁的小伙放
下5元钱离去时，李国清喊着说：“用

不了这么多，3元就成……”56岁的
市民应国平，家住在马路街，他喜爱
的一块“西铁城”手表已经佩戴了
20多年。当日，应国平来到修表摊
远远就喊：“老李，老主顾又来了，
你再看看这块表最近为啥老慢……”

高中毕业后 爱上修表

李国清出生于 1957年，原籍在
南阳市淅川县荆紫关镇。在 10多岁
时，他来到漯河市区跟随大伯生活。

“那时大伯无儿无女，我们俩居住在
大新街相依为命，在南大街小学就读
后，在漯河三中读完了初中、高
中。”在老人的讲述中，附近对他熟
悉的市民万全安插上了话：“那时，
漯河三中还有高中部，老李学习好，
从初中到高中都是班长。现在他的同
学在北京还有咱市直机关、金融部门
的多得很！”

“我这人做事认真，爱学习爱动
脑子，高中毕业那年 20岁，因为家
人也没啥本事，我就拜街边的一位师
傅学习修表，后来就坚守修表行业至
今。”李国清说，他喜欢钻研，在和
师傅街头学习修表的同时，还买来专
业书籍提高技艺。1983年，李国清
出师后，在如今这个位置开始设摊，
慢慢喜欢上这个行业。

从业40年 修表8万余块

“那时修表行业生意火爆，火车
站附近就像现在贴手机膜的摊点一
样，修表摊随处可见，最多时有 31
个。”市民万全安说，上世纪八十年
代，手表是当时人们时尚、财富、地
位的象征，随之而生的手表修理行

业，也成了那个时代最红火的行业。
据李国清回忆，那时肉几毛钱一斤
时，他一天最多能挣 10元钱，而现
在每天保守能有50元的收入。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电子
表、BB机等产品的出现和普及，手
表销售以及修理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变
化与考验。凭着精良的技艺、良好的
口碑，李国清的修表摊依旧每日顾客
不断。“从业40年了，价值30万元镶
钻的‘梅花王’也修过，假冒名牌的
手表也修过，平均算来最少也有8万
块。”李国清对记者说，“这一辈子，
除了一些手表配件昂贵或没有修理价
值，至今还没有修不好的表。”

担心修表手艺失传

坚守修表行业 40年，黝黑光亮
的扳手、螺丝起子、装零钱的铁皮
盒，与李国清一起见证了修表行业的
繁荣与衰落。40 年中的酸甜苦辣，
李国清有切身体会。由于修表需要专
注，他经常在小木桌前一坐就是一整
天，有时连喝口水都没空，下班时更
是浑身疼痛、眼睛酸涩。“不过，只
要生意还红火，辛苦一点也是无所
谓。”李国清说。

据李国清介绍，他的一双儿女已
经成家立业，可对修表这门手艺不感
兴趣。这么多年了，他也培养了3个
徒弟，可最终都转行了。如今，他担
心的就是修表手艺的传承。“每天守
着这个小店铺，做着差不多的事，这
对年轻人来说太难。”李国清说，现
在愿意学这门手艺的人不多了，毕竟
修表行业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热门行业
了。李国清希望一些年青人能耐住寂
寞，把手表修理技艺传承下去。

修表匠李国清 街头坚守40年
从冒牌手表到镶钻“梅花王”至今修理各种表8万余块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9月
17 日上午，在市区双汇路烟厂
花园广场一角，天桥义工们照例
走上街头，奉献爱心。在义工队
伍中，又多了两个新面孔，来自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闫海燕
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管理示
范大队辅警曹炎，他们穿着红色
马甲，也做起了义工。首次参加
义工活动，他们还送来了四套理
发设备和十多把剪刀。闫海燕告
诉记者，天桥义工每周到街头服
务，给居民提供了诸多方便，看
到义工们热衷奉献，很受感动，
也想出一份力。

当日上午9点，在烟厂花园
广场东北角，几十位义工正忙碌
着，有的义工磨刀，有的理发，
有的义诊，还有的忙着打扫卫

生。这时，闫海燕和曹炎骑着车
赶来，他们向天桥义工负责人苏
永福表示愿意加入义工队伍，并
给大家带来了“礼物”——四套
理发工具，十多把剪刀，还有一
大包衣服。把这些东西交给义工
们，闫海燕和曹炎就穿上红色马
甲，给理发的几位义工打下手，
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早就听说过天桥义工
的事迹，一直想加入义工队伍，
但由于距离较远，一直没有来。
这次我们专门抽出时间来，体验
一下义工生活。”闫海燕告诉记
者，天桥义工服务项目中最有名
气的是理发，她特意购买了一些
理发工具，并把搜集来一大包衣
服，挂在爱心捐衣点，供有需要
的人前来领取。

专门抽时间 主动当义工

本报讯（记者 杨 光）9月 16
日晚，环卫工郑选民在市区沙北
路与黄山路交叉口附近捡到一个
女士钱包，里面有十多张银行卡，
还有 760多元钱等物。两天来，
郑选民一直随身带着钱包等失主
认领，但一直没有失主消息，现在
他想通过本报帮忙寻找。

9月19日上午，在郾城区环
卫局铁西环卫所，记者见到了这
个玫红色女士钱包，里面有银行
卡十多张和一些现金，还有一张
女士照片，其中有一张卡片上写
着名字“王萌萌”。“16 日晚
上，我在打扫卫生时，看到了地
上的这个钱包。”郑选民告诉记
者，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也不见
失主前来，就拿起钱包回家了。
第二天依然带着钱包上班，也不
见有人前来寻找。“我还问了周
围饭店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并没
有人找钱包。”郑选民说，通过

对钱包进行检查，发现有一个机
动车行车证的副本，就把这个副
本交给了附近执勤的协警，希望
他们能帮忙查找失主信息。9月
19 日下午，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秩序管理示范大队辅警谢春香告
诉记者，已经找到了失主的电
话，失主是郑州人，女性，但她
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正在想办
法联系。

铁西环卫所马所长告诉记
者，这些钱相当于环卫工半个月
的工资，但郑选民并没有见财起
意，希望失主或者认识失主的人
尽快联系。

环卫工捡钱包 苦寻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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