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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虽已初秋，但阳光依旧炙热，安
康城区巴山东路的一堵墙上悬挂的 “助残修鞋
点 ” 小红牌格外醒目 ， 这是赵正根的营生之
处———一把高椅、四张小凳、一台补鞋机，迎接
着每位客人的光临。

今年 67 岁的赵正根， 自 2011 年开始进城
修鞋，一般早上 7 点出摊，晚上 7 点收摊，赶上
三伏天中午 12 点收摊，遇上下雨天就不出摊。

意外接二连三，没有击垮坚强的他

初见赵正根还是 8 月初，正值末伏。 带着老
花镜的赵正根，双腿围着一块破旧的皮革，双手
熟练地修补着一只童鞋， 头顶布满了细密的汗
珠。

看着精神饱满的赵正根， 记者有了为何此
摊位是助残修鞋点的疑问。

赵正根随手递来小凳，招呼我们坐下。 向我
们讲起了自己的过往：1956 年农历 5 月出生于
汉滨区石梯镇水田村（现叶沟村）。 小时候因病
打注射针时伤及神经，导致左脚落下残疾，行动
不便。 20 世纪 70 年代，在修建柳树河水库的工
地意外受伤， 导致脑部受伤， 反应变得迟钝起
来。 经过家人的细心照料，他的脑部机能又逐渐
恢复，上山砍柴，下地干活都能独自完成。 20 世
纪 90 年代，他跟着同村人加入了外出煤矿务工
行列，意外再次降临，石头将他的头骨击碎，留
下了四五平方厘米大、两三厘米深的坑。 好在送
医及时，慢慢恢复了健康……

赵正根头顶的“坑”和后脑伤、右腿小腿多
处术后的伤疤清晰可见， 见证着他不平凡的过

往。 过往终究成为曾经， 赵正根一次次遭遇意
外，又一次次走出意外的阴霾，先后立足于家乡
的自然禀赋，干农活、砍荆条、编农具、挖树根、
移花木维持生计；进城后，学补鞋、磨磨刀、修修
伞、维修小物件……改善自己的生活。

如今，赵正根在离摊位不远处租了房子，房
租每月 300 元， 加上水电等每月开支 400 元左
右。 进城的 12 年，赵正根保持着每日两餐，中午
在外面买一顿，晚上收摊后回家自己做饭。

“现在都挺好的！ ”这是赵正根对现在生活
的评价。

方便他人就是自己的营生

小小的摊位业务涉及磨刀、修鞋、修伞等。
城市创建期间，相关部门为赵正根挂起了“助残
修鞋点”的招牌。

赵正根介绍，一年之中，旺季一般在换季的
时候和腊月，淡季主要是三伏天，好的时候一天
能挣六七十元，淡季一天也就三四十元。

“一天能挣个几十元也不错，总比闲着在家
里啥事不干强。 ”赵正根说，有了这个摊位 ，自
己有事干 ，大家也有个联络点 ，也没指望能
在这个摊上挣多少钱 ， 所以收费要比别的
地方便宜 。 就拿换一对童鞋上的魔术贴来
说 ， 自己只收四五元， 别的地方可能就要贵一
些，钉偏掌我这里收 5 元，魔刀也是 5 元，毕竟
人家都是拖家带口的， 自己只是顺手， 别人方
便，自己也不无聊。

“本身就是烂鞋，不要吧！ 看着还能穿，修一
下要是收高了，人家一算账也不划算了，扔了怪

可惜的。 自己闲着也是闲着。 ”赵正根说。
换一副魔术贴， 虽然只是四五元钱的维修

费， 但赵正根会将多余的线头剪短后用胶水粘
牢，即使多费点胶水。

随着赵正根的“你看一下！ ”一双破损的鞋
子“恢复如初”。

提及进城， 赵正根告诉记者，20 年前自己
还年轻，在家编织荆条篮子，随着自己年龄的增
长，砍荆条时体力也跟不上了，加之很多人都进
了城，编好的篮子还要想办法拉进城里卖，自己
又没车进城不方便。 后来，城里人开始热衷于根
艺盆栽，自己便上山挖树根、移盆景，渐渐地从
事的人多了，山上可塑性的树根花木变少，挖也
不好挖，挖到了等自己送进城时，人家有车的早
卖完了，自己的又卖不出去。

一次,在张滩街上看到修鞋的摊位，让赵正
根眼前一亮。 想到自己年龄大了， 腿脚又不方
便，体力活是干不了了，摆个修鞋的摊也算是营
生。 经过前期的考察，他便置办了工具，开始琢
磨起修鞋、修伞和磨刀。

刚开始光浪费的针都有好几盒， 没什么好
办法， 赵正根只要一有时间便在老师傅的修鞋
摊上观看学习，向老师傅请教。

慢慢地知道了各个工具怎么使用？ 在很长
一段时间的试验实践中， 赵正根总结出自己的
一套秘诀。 钉出来的偏掌结实牢固，深受顾客青
睐！ 为此，还吸引了众多同行前来“取经”。 赵正
根欣然将自己探索出来的经验倾囊相授： 把平
时挫下来的胶屑收集起来，在钉偏掌的时候，将
胶屑倒入鞋底与鞋掌之间的缝隙，再滴入胶水，
这样就更牢固了。

“总得有个歇息的地方”

采访期间， 赵正根的老顾客邓女士卖完菜
从此经过，这次是她的挎包拉链坏了。 赵正根询
问完她的想法后，便着手修补。 不一会儿，“拉链
修好了， 我剪两块皮皮儿把拉链两头缝结实一
点，免得一拉就掉了。”赵正根开口道。“好！好！”
邓女士回复。

“我是这儿的常客，主要是赵师傅活干得细
致，修补出来的鞋子比较牢固，收费也是有些地
方的一半。 而且很热心，有时老人、孩子的其他
东西需要维修， 拿过来他总能想方设法帮忙修
理。 ”领着孩子来此修鞋的赵女士说。

“赵师傅你先修，我去给你换零钱。 ”
问及为何不用支付码收款时，赵正根说，经

常在这儿修鞋的邮政、 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给
我说：“你在这儿摆摊挣点钱也不容易， 有些手
机功能你也不会使用， 现在的一些电信诈骗专
门针对像您这样的老年人， 你也就不要开通网
上收款支付功能，以免上当受骗。 ”

生活是面镜子，你对它笑，他对你笑。 在赵
正根的摊位上时常看到坐着等待修鞋的顾客和
附近居民， 地上整齐地摆放着
已修好的鞋子。 “老赵，鞋子修
好了先放你这里一下， 待会儿
我过来取。 ”“老赵，最近咋没看
到你，来这儿找你好几回了，你
一般什么时候在这里？ ”“赵师
傅， 修这鞋多钱， 我们没带零
钱，我到前面的面馆，给你换或
者扫给他，后头让他给您。 ”“老
赵，这是上次修鞋的钱，你看对
不？ ”

“我这摊儿一天挺热闹的，
过往的行人，附近的住户，没事
都爱到这里坐一坐，谝一谝。 有
的顾客是菜农， 也会送我一些
菜，或者便宜卖给我。 附近上班
的 、做生意的 ，对我都挺好的 ，
知道我不会用收款码， 就提前
准备零钱， 要么用自家店里的
收款码帮我收， 过去吃饭时或
者收摊后再给我。 ”

“老赵，前段时间怎么没看
你来摆摊，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啊？ ”

“前段时间回家盖了点房
子。 ”

听到他们的对话， 记者心
中产生了疑问， 按照脱贫攻坚
政策，像赵正根这样的情况，要
么住进了养老院， 要么进行了
分散安置，怎么还要盖房子？

询问得知， 目前赵正根享
受着五保待遇， 当地政府也对

其进行了分散安置， 能够满足他一个人居住生
活。

那为何还要自己盖房？
“人一天天老了，身体就不好了，得了病有

人来护理照管，总得有个歇息的地方。 连个睡觉
的地方都没有。 盖一点房子， 有人来玩也宽敞
些。 ”赵正根笑呵呵地说。

收摊前， 赵正根将摊位上产生的垃圾集中
在角落。 随后，清洁工将垃圾收走，人行道只留
下一条黄色的边框。

“有时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给我帮忙。 回老
家冷清，这里地方虽小，但热闹。 不忙时还有人
陪我打牌，检查执勤的人闲了，我在这儿他们也
有个坐的地方，我不在这儿了，他们辛苦地站那
么长时间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赵正根欣
慰地说。

“是的， 老赵一不在这儿， 这儿就不热闹
了！ ”

苏照平， 男， 汉族， 中共党员，
1990 年 3 月出生，现为平利县消防救
援大队消防员。 入职 12 年来，他始终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
真发扬消防队伍的优良传统，把青春
和热血献给深爱的消防事业，始终冲
锋在灭火救援 、服务群众一线 ，用智
慧 、 热血和汗水守护人民群众的安
全。

练就过硬本领

2010 年， 怀着对军营生活的憧憬
和对消防工作的热爱， 苏照平从商洛
入伍，成为一名消防员。 虽没有过人的
天分， 但凭着对消防的热爱和坚韧不
拔的毅力， 他苦练体能素质和业务技
能，风雨无阻，自我加压，脚磨破、一身
汗都是常事。 在他的努力下，终于从一
名连水带都不会接的 “菜鸟新手”，迅
速成长为一名业务精湛、 能力突出的
“红门精英”。 在省队、支队的数次比武
中，均取得优异成绩。 同时，他还积极
发挥“传帮带”作用，帮助新入职的消
防员化解思想包袱，提升业务技能，在
他的影响下，全队形成了你追我赶、积
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同时，他也多次被
安康市消防救援支队评为 “优秀共产
党员”。

遇事冲锋在前

无论是穿越火海、 抗击洪魔，还
是抢险救援、社会救助 ，他总是主动
请缨、冲锋在前，累计参与灭火救援、
社会救助 1500 余次。 陕南夏季蜂患
猖獗，2019 年 10 月，一名中年妇女上
山捡板栗时不甚被群蜂围攻并陷入
昏迷，接到报警后 ，苏照平和同事们
迅速赶到现场。 当时，该妇女的身上
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胡蜂，情况十分危
急。 苏照平立刻上前，忍着胡蜂的猛
烈攻击努力驱散蜂群，背起昏迷的妇
女一路冲下山，将其送到医护人员手
中，为昏迷的妇女赢得了救治的宝贵

时间。
每年 5 月到 10 月，胡蜂活动最为

猖獗。 特别是 2014 年，安康蜂患尤为
严重，有群众甚至因此不幸失去生命。
为此，苏照平放弃了休假，坚持每天早
上 6 点出门，晚上 11 点归队，全天防
蜂服不下身，和同事们巡山灭蜂。高温
下防护服就像一个大蒸笼， 闷得人透
不过气， 他的双脚每天都会被汗水泡
得发白。如今，苏照平时常会在车里准
备好灭蜂装备， 抓住一切机会开展防
蜂宣传，为广大群众筑牢安全“屏障”。
此外， 他还带头为山体滑坡致使双腿
截肢的小女孩、 家境贫寒的孩子以及
困难老人、重病人员募捐，休假时还经
常帮助困难群众打扫卫生， 为他们送
上温暖和希望。 这样的救援事迹还有
很多，每次出警，苏照平都会根据灾害
事故特点熟练运用手中装备，用勇气、
智慧应对一次次的挑战， 先后成功将
60 余人从火海、洪流、深谷、泥泞中抢
救回来， 以实际行动为广大人民群众
筑起生命“防线”，并被平利县人民政
府记个人三等功一次。

忠诚履职担当

面对日益繁重复杂的工作， 苏照
平没有丝毫抱怨， 他积极统筹谋划好
各项工作任务， 主动承担服务社会的
责任。在县域环境整治、“双创”等任务
中，他拼在一线、干在一线，冲马路、扫
大街、 捡垃圾……最脏最累的活儿抢
着干，赢得社会广泛好评。 同时，他带
头成立了“火焰蓝”志愿服务队，利用
消防宣传月、法治宣传日等时机场合，
用通俗易懂、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向
广大群众宣传消防知识、 传授消防技
能， 累计开展消防宣传、 培训 300 余
次，把安全知识送入千家万户，有效带
动辖区群众学习消防、关注消防、参与
消防， 为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用实际行动彰
显了新时代消防员的使命和担当。

（安康市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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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鞋鞋匠匠老老赵赵的的““家家事事””
记者 唐正飞 见习记者 向娟

9 月 9 日，
秭归县九畹溪
镇穿心店村村
民在翻晒收获
的玉米。

初 秋 时
节， 湖北省宜
昌市秭归县九
畹溪镇的村民
将 收 获 的 玉
米、 辣椒等农
产品晾晒在房
前屋后， 勾勒
出一幅幅山村
“晒秋”图。

新 华 社 发
（王辉富 摄）

山山村村““晒晒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