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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修表这一
行业似乎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成为
流淌在旧时光里的一门老手艺。但是，
在延川县城区有一位修表师傅，依然守
着这门老手艺精益求精，默默服务好每
一位顾客。

这位师傅就是高向前。37年前，为
了生计，他的妻子梁世红学习了修表手
艺，而当教师的高向前因从小喜欢手表
也渐渐爱上这门手艺，在妻子潜移默化
的影响下，两人共同钻研，手艺也越来越
好。他们不仅手艺好，人品也好，在服务
行业干了一辈子，从来没跟顾客红过脸。

现在高向前已年过花甲，但他仍舍
不得放下这门手艺，他说：“修手表是我
的业余爱好，以前一有时间就替妻子出
摊，现如今已经退休，妻子在家照顾孙
子，我坚持每天出摊，除对了修手表这
件事感兴趣外，更想把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

目前，虽然绝大多数人依靠手机来
看时间，但钟表并没有真正退出历史舞
台，仍然在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以前
的手表以机械为主，维修起来比较复
杂，比如断了一个齿，必须重新镶一个，
因为齿太细，所以要在放大镜下小心翼

翼地做。稍有不慎，就会把齿轮弄断，
那就前功尽弃了。”高师傅向记者娓娓
道来，以前的修表不仅要靠眼力、手力、
丰富的经验，还要有最基本的耐心。而
现在的表不仅外壳上有了很大变化，机
芯技术和以前也有很大差别，这就对修

表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向前说：“现在的修表匠不单单

要会修表，还要会鉴别表的真假，以及
对表进行保养和维护。顾客需要什么
样的服务，就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光
靠以前的老手艺肯定会被淘汰，所以我

是活到老学到老……”
高向前表示，虽然现在的修表匠已

不再是 30多年前人人羡慕的“挣钱”行
业，一些高档表也多数会选择在商场设
置的专柜进行修理，但自己对于修表的
热情却从来没有减退过，还是会花许多
心思钻研其中的门道。

按理说，退休后的高向前有退休
金，两个儿子都已成家，本是在家享受
天伦之乐的时候，可即便是接连好几天
没有顾客，他还是会每天照常准时营
业。也有其他行业的商户打趣道：“高
师傅，你现在又不缺钱还修什么表呀，
回家享享清福不是很好嘛。”他总会眯
着眼睛笑着说：“虽然现在修表挣不了
什么钱，但是修表能让我心情好，心情
好我的身体就好，闲着不动，反而容易
生病哟……”

时间如白驹过隙，37年过去了，如
今的延川高楼林立、车如流水，社会在
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俊朗青
年已生白发，但高向前修表时专注的眼
神始终没变。夕阳西下，只有那个用了
不知多少年的修表柜子，默默陪伴着他
走过了一年又一年，记录着他对这门手
艺的“一往情深”。

高向前:

走在时间缝隙里的“手艺人”
通讯员 白永丽 刘强 记者 李欢

● 高向前在认真修表

BaiXingGuShi百姓故事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通讯员 付雨
可）“现在，小区里的大小事，我们都参
与，遇到问题共同协商决定，心里觉得
很踏实。”在宝塔区南市街道市场沟社
区的议事会上，居民王大爷感慨地说。

近日，一场居民议事会在市场沟社
区山体居民区议事点召开，街道班子成
员、社区干部、网格员、业委会代表、司
法所、陕建施工方以及群众代表等齐聚
一堂，围绕商住小区停车这个“疑难杂
症”开展集体“会诊”，共同出谋划策。

凉亭下，大家围坐一起，街道干部
为现场居民充分解说关于商住小区停
车位的新政策，参会居民代表们也围绕
自己的停车、后续管理等问题进行讨
论，大家面对面展开沟通交流、集思广
益、畅所欲言。针对居民代表们提出的
问题，社区干部、街道工作人员及相关
部门一一作出详细解答。

今年以来，为了整合辖区各方力
量，协同共治共管，市场沟社区积极探
索完善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街
道司法所、片警、城管、物业、共驻共建
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类社区资源，充分
利用“居民茶话室”“网格议事点”“板凳
课堂”等服务平台，围绕“什么人”议、

“什么事”议、“怎么样”议、“什么时候”
议等4项核心问题定期召开议事会，解
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工作做到
群众心坎上。

市场沟社区以党群协商议事厅为
平台，让居民参与到社区各项事务中，
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实施者”和“受益者”，由原有的“为民
做主”转变为“由民做主”，形成社区善
治可循环的良性模式。截至目前，市场
沟社区开展协商议事会近 40余次，解
决重点难点问题20个。

居民议事会 破解烦心事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敏 庞琨 记

者 孙艳艳）“这个老年活动室就是我
们的快乐大本营，在这里我们唱戏，聊
家常，身心感到很愉悦。”近日，洛川县
城丰禾苑小区的老年活动室吼起了秦
腔，小区的老年自乐班在举办活动，秦
腔爱好者孙淑珍高兴地说。

每周的周二和周五下午，是老年自
乐班成员一起排练的时间。大家聚在
老年活动室里，拉二胡的、敲木鱼的、唱
红歌的，大家热情探讨，相互配合，认真
排练，时常能听到欢笑声、鼓励声，偶尔
也会有激烈的讨论声。

“我们这个自乐班就是为了老年人能
身体健康，老有所乐，把爱唱的、爱跳的、
爱拉乐器的老年人组合起来，丰富大家的
文化生活。”老年自乐班负责人李永清说。

据了解，老年自乐班从 2021年就
已经成立了，但是由于没有排练场地，

所以排练效果也不尽人意。小区业委
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和党支部、物业
积极沟通协商，倾听、收集居民的意见
和想法，随后，对小区内的闲置房屋进
行设计、规划，打造了全新的老年活动
室，并于今年5月份投入使用。

除此之外，老年活动室也成了一些
棋类爱好者经常光顾的场所。活动室
内有棋桌、饮水机、空调等设施，象棋、
五子棋、跳棋等棋牌种类丰富，为老年
人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切磋技艺、展
示风采的平台。

“我们业委会利用活动室，定期不
定期开展一些适合小区老年人的活动，
不断丰富完善活动室功能，问民所需，
解民所忧，纾民所困，把老年群众所期
望的事办到实处，让他们老有所盼、老
有所乐、老有所为。”洛川县丰禾苑小区
业委会办公室主任赵京萍表示。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通讯员 郝晓
梅）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安全防范
意识，普及防范预防诈骗常识，9月 15
日，宝塔区宝塔山街道嘉陵社区党总支
联合辖区农业银行延安分行开展了预
防诈骗宣传活动。

当日，工作人员通过发放预防诈
骗宣传单、居民微信发送等形式，分
享诈骗真实案例，推送预防诈骗知
识。在宣传反诈知识的过程中，积极
引导居民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耐心指导居民进行注册、完善

个人信息、开启来电预警等功能。并
提醒居民群众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及
相关信息，不要轻易将个人资料、银
行卡号、存款密码等信息告知他人，
做到“不汇款、不轻信、不泄露”，遇
到可疑情况时，要及时与亲属、朋友
等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谨防上
当受骗。

嘉陵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社区持续
加大防诈宣传力度，增强居民防范意
识，坚决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为辖区
居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通讯员 常
娟）为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9月12日，宝塔区凤凰山街道北苑社区
充分发挥文化服务阵地优势，联合宝塔
区老年大学举办“携手共建文化社区
奋力谱写美丽人生”公益文体兴趣班，
不断促进社区与群众的交流沟通。

社区文体兴趣班主要有舞蹈、国
画和太极拳3个班，均由老年大学的老
师指导任教，其中舞蹈、国画每周固定
一日开设，太极拳每天开设，均在北苑
社区内开展教学。目前，已有 50余名

居民学员积极报名。
“感谢社区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能

得到专业老师的教学指导，可以丰富
我们的文化生活，希望以后这样的机
会越来越多。”报名参加舞蹈班的居民
延荣高兴地说。

北苑社区党支部书记野媛媛表
示，希望把这项惠民工作做好做实，并
持续优化服务资源和服务项目，形成
常态化模式，切切实实地为辖区居民
带来实惠，让社区群众生活多姿多彩，
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讯（通讯员 白利民 记者 孙艳艳）中秋佳
节将至，月饼成了近期食品消费的“主角”，为进一步规
范月饼市场经营秩序，连日来，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月饼市场专项检查
行动，努力让群众吃上质量合格、价格合理、包装适度
的“放心月饼”。

从 8月 30日起，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
人员对全县月饼加工小作坊、沿街临时性加工摊点、商
超内成品月饼进行了全面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了加工
月饼原辅料的进货渠道、查验记录、操作间卫生、从业
人员健康证明、个人卫生、生产场所周边环境等；商场
超市流通环节的月饼标签标识、明码标价、有无过度包
装、天价月饼等，确保生产的月饼从源头到加工、销售
过程全链条、全方位安全。同时，工作人员要求各食品
加工、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确保群众的
饮食安全。

各月饼加工作坊、超市等负责人表示，一定严格按
照食品安全标准，生产销售合格月饼，让市民吃到放心
安全的月饼。

截至目前，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出动执法人
员 200余人次，检查月饼加工小作坊 6家、临时加工摊
点32户、超市商场66家，对存在防尘设施不全、原料和
辅料没有离地离墙规范摆放、未有醒目的价格和健康
证公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风险隐患等问题，责
令经营户限期整改。

同时，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广大消费者，在
选购月饼时，应到正规、持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商
店、超市等经营场所购买月饼；购买月饼后，一定要留
存消费凭证，以备发生纠纷时作为投诉或申诉的依据，
若发现不合格月饼，可随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执法部门专项检查
守护中秋“团圆滋味”

本报讯（记者 杜音樵 吕辰雪）用气安全，至关
重要。为加强居民和经营商户液化气安全意识、普及
燃气使用常识，预防燃气安全事故发生。连日来，延安
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宝塔区宝塔山
街道东关社区、凤凰山街道文化沟社区、延中沟社区
等地，开展燃气安全知识讲座，提高居民安全用气意
识。

在活动现场，延安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的工作人
员从日常使用注意事项、家庭防火“三清三关”、检验漏
气的方法等方面向大家讲解了日常用气安全知识，并
介绍了燃气本身的特性以及识别燃气泄漏的方法，告
诫大家要定期检查燃气具是否能正常使用的重要性。
讲座结束后，还现场为居民用户免费发放金属软管。

据了解，延安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自 6月 26日开
始，为商业用户免费发放金属软管，共走访检查 2062
户，安装燃气报警器 286户，指导更换金属软管 1105
户。9月 6日起，开始为居民用户免费发放金属软管。
截至9月19日，为居民用户免费发放金属软管2378根，
发放不遇告知单203份，发放安全警示标贴2187张，发
放液化气安全用户须知2360份。

“通过这次安全宣讲，我了解到了很多平时从来没
有注意过的隐患点，这个燃气安全宣讲非常有必要，希
望大家伙都能掌握这些知识。”市民李清说道。

该公司安全技术科科长李斌告诉记者，接下来，他
们将为3万多居民用户免费更换金属缠绕胶管，派专人
入户检查居民的用气环境、安全附件的使用，通过这一
系列的工作，让居民用户能够具备良好的安全常识，正
确、规范、安全用气。

燃气宣传进社区
安全用气入人心

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全国各地日渐升腾起暖心
的烟火气。最近，“地摊经济”屡成热门词汇，一些城市
因“夜市”“烧烤”火上热搜，一些地方出台放开设摊、允
许商业外摆的相关规定。

毫无疑问，发展“地摊经济”，方便了市民生活，有
助于增加就业、拉动消费。年轻一代“摊主”带着新经
营理念而来，更是为过去千篇一律的路边摊带来了新
气象。“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红火的路边摊，既是
经济复苏的注脚，也是社会情绪的写照。

但是，“地摊经济”固有的缺陷，并不会在这一轮红
火中自然消除。我们珍视城市的烟火气，同样要直面

“路边摊”的商品质量、食品安全、环境卫生、交通秩序、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问题，更要正视“地摊经济”所能
承担的使命，不搞“一刀切”，不信“一招鲜”。

不同城市，资源禀赋不同，功能定位不同，以什么
姿态对待“路边摊”，要因城而定、因时而变。哪怕适合
发展“地摊经济”的城市，也要不断探索现代化治理、精
细化管理，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凡是持
续走红、久不翻车的“网红城市”，在大张旗鼓的“放”背
后，是静默无声的长期努力。

“地摊经济”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劲，在疫情
持续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生需求凸显之时能解
燃眉之急。更要看到，“路边摊”是群众生活的基石，但
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局部。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
镇，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身聚集的资源和要素，在新发
展格局中找准自身定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
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文明网）

珍视“烟火气”
正视“路边摊”
侯洁英

老年活动室 快乐大本营

社区举办兴趣班
居民生活更丰富

防诈宣传“不降温”
守好群众“钱袋子”

● 社区太极拳班开班 ● 向群众发放防诈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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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