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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百姓生活小修修 小补补

“这裤子好看是好看，就是有
点儿长。”“这没事，出门就是修衣
服的。那个大姐修得可好，我给你
便宜5块钱，你拿着裤子去吧！”4
月17日中午，在市区体育路黄金海
岸步行街一家女装店，店主高女士
为顾客姚女士推荐。

随后，姚女士拿着刚买的黑色
微喇长裤，来到高女士推荐的修补
小店。店老板姜娟接过裤子，拿起
卷尺在姚女士腿上比画起来。“剪
一寸就差不多了，也不能太短。”姚
女士提醒。“中！”姜娟用画粉做了
记号，开始拆线、裁剪、锁边、熨烫

等整套工序。剪刀又快又准，针脚
又直又密，熨烫丝毫不拖泥带水，
整套工序行云流水。由于长时间
拿剪刀、锥子等工具，姜娟的手上
有不少老茧。

“看着大姐就很专业，我家里
还有两条裤子有些瘦了，改天我也
拿过来让大姐给我改改。”几分钟
后，姚女士接过改好的裤子，赞不
绝口地离开了。

姜娟今年 46 岁，从 15 岁开始
在服装厂当学徒，从业已经 30 多
年了。她是湖北武汉人，2009年，
她与丈夫来到平顶山，在体育路中

段摆摊儿修补衣服。随着十几年
的发展，她的摊点变成了现在的

“小店”。虽说是“店”，却也简陋：
一台缝纫机、一把椅子、一台熨烫
机。缝纫机和熨烫机分别放在细
条的桌板上，两张桌子挨着墙放在
家属院入口处，看起来十分紧凑。

“刚给孩子买的外套，哪儿哪
儿都合适，就是袖子有点长，盖手，
你看能不能帮我收进去点儿？”一
位邻居来到店里，将一件红色休闲
童装外套放在缝纫机台上。“行，你
放这儿吧，下午下班过来拿。”姜娟
将衣服拿在手上看了几眼说。

手上磨了不少老茧

叶县公安局“四个强化”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叶县公安局牢固树立“靠前
一步、主动作为”的警务理念，以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为抓手，采取

“四个强化”举措，助力全县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一是强化违法打击，营造良
好的治安环境。建立快速出警、
受理、侦破、挽损机制，切实解决
企业“急难愁盼”。二是强化风
险防范，营造安心的工作环境。
与企业建立定期联系制度，提升
企业自防能力。三是强化简政
放权，营造舒心的服务环境。持
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让群
众和企业享受更多改革红利。
四是强化执法提升，营造公正的
法治环境。开展执法教育培训，
不断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有效
提升工作效能。（黄少华 李晓娜）

□记者 吕占伟 文/图

本报讯 日前，市民王先生致电
晚报热线：市区和顺路西段路北侧
的煤机厂生活区公交站点空间狭
小，仅有一处公交线路牌，无站亭、
无公交港湾，乘客候车不便。

4月19日上午，记者在该站点看
到，站台依托绿化带的间隙而设，无
站亭，供人通过的地方不足两米宽，
还被一座立式公交线路牌占去一大
部分，而且上车处正对机动车道上
的斑马线。记者观察发现，周边几
处公交站点以及和顺路南侧的煤机
厂生活区公交站点设施相对完备。

该线路牌上的信息显示，该站
点有10路、20路、42路、K5路公交车
停靠。在此候车的一位老年女士坐
在站台处绿化带铁栅栏上向记者
说，附近有煤机厂生活区、化肥厂生
活区、惠泽园小区和西苑综合市场，
人流量大，但此处的公交站点很小，
希望相关设施能完善起来。

当天下午，记者致电市公交公
司，该公司办公室负责人魏先生解
释称，该公司最近接到过类似反映，
已到现场进行了调研。“完善的公交
站点包括站亭、港湾、线路指示牌等
设施，但在实际建设中，公交站点周
围的地形、环境、基础设施以及路边
绿化带的尺寸等，都影响到公交站
点的建设。此处绿化带密集、人行
空间狭窄，未预留足够的公交站亭
和港湾位置，公交部门只能因陋就
简，在此设置一座立式公交线路牌，
希望市民能够谅解。”

公交站点空间小
乘客候车不方便
市公交公司：
地形受限无法建设站亭

该站点不足两米宽的地方还被
公交线路牌占去一大部分

□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修裤边、换拉链、配扣子……在市区体育路与和平路步行街交叉口往北50米处，有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衣
服修补店，今年46岁的店主姜娟已在这里经营十几年。她手艺好、价格实惠，除了附近居民和商户，不少市民
也慕名前来。

4月17日中午，天有些热，半个
小时的光景，姜娟接待了五六位客
人。一旁的纸箱里，待修补的衣服
塞得满满当当。

“一天要修补几十件衣服。”姜
娟说，30多年来，她修补过的衣服
有十几万件。现在，她和老公每天
8点开门，晚上不定时下班，有时甚
至忙到22点。价格实惠、手艺好，
一个小缝小补的芝麻小店，供养两
个儿子上学和全家人的幸福生活。

附近的女装店老板高女士与
姜娟合作多年。“成品衣服都有固
定尺码，但每个人身材都不一样，
免不了要稍微修改一下。”高女士
说，她的顾客如果要修改衣服，她
第一个推荐的就是姜娟的店。“她

干活儿利索，修衣服很平整，完全
看不出来修补过，价格也公道，别
人修个裤边都要十元八元，她一直
都是5元，多年不涨价。”

“娟姐，我昨天放这儿的衣服
改好了吗？”“好了好了，我去给你
拿。”在高新区上班并居住的刘女
士趁中午来拿衣服。她今年26岁，
经常在姜娟店里修改衣服。

姜娟的客人大多是年轻人，记
者有些疑惑：“在大家印象中，老年
人生活节俭，更喜欢修改衣服，年
轻人衣服破了坏了都直接买新的，
似乎不太需要小修小补吧？”对此，
姜娟表示，恰恰相反，她的顾客中
有不少年轻人。

“年轻人对衣服是否合身、是

否好看要求高，改大小的、改长短
的，甚至换领子的、换袖子的都
有。”姜娟说，年轻人喜欢在网上买
衣服，但买回来不合体都要改。

4月17日 13点多，忙碌了一阵
儿的姜娟终于凑个空，吃了几口丈
夫送来的饭菜。“钱虽然挣得不多，
但每天忙得很踏实，大家认可我的
手艺，我也很开心。”姜娟说，她会
一直经营下去，干到干不动为止。

据中兴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刘奎娟介绍，为了打造“十五分钟
便民圈”，街道鼓励并帮助部分群
众通过开设“小缝小补”的小店等
方式改善生活，变“输血”为“造血”
的同时，也为辖区居民提供便捷的
服务。

好手艺吸引回头客

从业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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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王玉46岁的姜娟在店里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