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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在市区海河路与黄山路交叉口附
近，有个修车摊，摊主叫陈宝同。自
从开始摆摊，一干就是 29 年，他人
好、活细、把稳，赢得了附近居民和
无数顾客的称赞。

陈宝同已 62 岁，可干劲丝毫不
逊当年。要说修车摊，街头有不少，

而来到陈宝同这修过车子的人都夸赞
他修车认真。“每修好一辆车子，我
心里就有一种成就感。”陈宝同说。

采访中，一位女士推着电动车来
到陈宝同摊前说：“师傅，帮我看看
电动车吧，后面的车胎好像被扎破
了。”陈宝同赶忙把手里的活放下，
手脚麻利地从三轮车上拿下修车工
具，在水盆里倒进水，把打满气的车
胎放进盆中，检查出漏点后，三下五
除二就补好了车胎。

“这么冷的天，能找到修车摊，

而且这么快就修好了，心里已经很满
足了。”这位女士说。

“老陈这个人，修车技术好不
说，收费也不高，很多人专门跑到老
陈这里修，图的就是老陈活细、把
稳。”旁边一位环卫工人告诉记者。

陈宝同在日常的修车过程中，注
意摸索经验，总结窍门，能修好的尽
量不换，为顾客省钱，因此吸引了不
少人来找到他修车换件。“对我来
说，修车是一种享受。”这是老陈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有时一些老年人来修车，钱没
带够，老陈就直接不收钱，免费给他
们修。”经常来陈宝同摊前聊天的张
先生说。

“有一次，一个郾城区龙城镇的
人骑三轮车来市区，结果链条坏了。
由于钱丢了，他跑了几个地方都没人
愿意修。来到我这里后，我免费给他
修了修。我感觉这都是举手之劳的事
情，修车就是图个快乐。”陈宝同说。

现在，陈宝同的修车摊也成为了
便民服务点。不少老年人愿意来这里
歇息、聊天，为此他还专门提供了一
些小板凳，供人休息。

说到将来，陈宝同依然豁达。他
说，现在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家，他的
修车摊会一直开下去。

□本报记者 陶小敏

近日，网友“智慧空缺”在朋
友圈发消息说：“我的妈呀，嵩山路
与淞江路交叉口那里，发传单的大
妈太可怕，追我追了二三百米，非
得让我去看楼盘……”

网友“无忧小公子”：最讨厌这
种人，不管你需不需要，紧跟不舍
地往你手里塞传单。

网友“碎碎冰”：邀请到客户去
参观楼盘对他们有奖励，所以才那
么卖劲。

12 月 26 日，记者联系到了网友
“智慧空缺”。她告诉记者，她家住
市区辽河路附近，在嵩山东支路上
班，每天上下班都会步行经过嵩山
路与淞江路交叉口。“这段时间每次
从那过，都会有几个发传单的人立
刻靠近，让去看附近的楼盘，说去
看楼盘有礼品。”网友“智慧空缺”
说，12月25日上午，她又从此路口
经过，一位骑电动车的女子一直跟
着她，劝说她去楼盘参观。她表示
不需要后，该女子依然没有放弃，
骑着电动车追在她后面劝说，直到
一处公交站牌。“看我要坐公交走，

她才掉转头走了，真是太可怕了。”
网友“智慧空缺”说。

12 月 26 日上午，记者来到此路
口时，发现有几位手持传单的中年
女子不停地与过往路人搭讪，甚至
跟随劝说。该路口警亭的一位交警
告诉记者，有几次，路口绿灯亮
了，这些人还拦住路人不让走劝说
不停。“我说她们几回了，不过她们
并不在意。”该交警表示。

“发放宣传单，大家都理解，但
如果太过分，真的让人讨厌。”市民
李先生认为，不管是何种推销，都
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对方明
确表示不需要，推销人员最好还是
不要继续纠缠。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明天儿子参加幼儿园的元旦汇演，看我
给他做的机械战服，够酷炫吧。孩子试穿
后，兴奋地不肯脱掉。”12 月 26日，网友
“Mr.Xu”在朋友圈发帖并分享了一组照片。

12 月 27 日，记者联系到了网友“Mr.Xu”，
他叫徐伟洋，有一个3岁半的儿子，上幼儿园
小班。“幼儿园元旦要举办DIY服装秀，我想
这是孩子第一次真正走上舞台，要好好给他
设计一件衣裳。”徐伟洋说。

徐伟洋说，想法很简单，实现起来却不
容易。他先对孩子的身体进行了测量，然后
画设计图，要考虑哪里开口，怎么开口才能
让孩子穿上后活动自如。之后，他找来一些
纸箱、白纸和双面胶等，根据设计图将这些
材料拼成衣服。又做了几个牌子，写上孩子
的名字，粘到衣服前胸处，还从家里找了一
块红布做成披风。整件衣服，除了两个肩膀
上的灯是花十几块钱从网上买的，其他材料
全是家里现成的物品。

“每天下班回去做一会儿，用了一星期才
做好。我是背着孩子偷偷准备的，昨天晚上
让儿子试穿了一下，还挺合适的，看起来很
酷炫。孩子高兴坏了，一直穿着，睡觉都不
肯脱下来。”徐伟洋说。

用纸箱做成战服
孩子穿上不肯脱

摆摊修车29年 大叔获赞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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