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杭州南宋御街的中山中路一

路向南，穿过繁华的解放路，街道两

边分布着许多明清至民国初期建造

的历史建筑。顺着门牌号，街道东

面一排修旧如旧、古色古香的老商

铺映入记者视野，其中一家门店的

招牌格外引人注目，因这家门店只

有“杭表”两个大字，招牌底色是醒

目的亮蓝色，十分新颖时尚。并不

宽敞的门面边还挂着一块传统白底

黑字的竖式门牌，上面写着“杭州手

表有限公司”。没错，这就是我要找

的地方——中山中路284号。

走进门店，早已等候的公司市场

部负责人王美芳热情相迎。她说，

“杭表”在公司独立核算，由市场部管

理。门店确实不大，仅有一排玻璃柜

台，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各类手表。里

头设有两个维修工位。王女士介绍

说，这里销售的主要还是公司自己生

产的西湖牌手表，有老杭州最熟悉的

三十年前经典款机械表，标价还是

150元，镂空款200元；也有各种装有

公司研发生产陀飞轮机芯的高端手

表，最高标价 8 万多。当然，门店来

的客人还是以维修为主，一般机械表

的问题在这里都能解决。但也经常

有“西湖”手表的“铁粉”光顾怀旧，

偶尔也有一些青年男女买老款“西

湖”配新颖表带作装饰手表之用，毕

竟“复古”也是一种时尚嘛。

门店平常是两位维修师傅值

班。门口正对面那位女师傅姓鲁，

是钟表维修高级技师，从 1989 年就

被公司派到门店来修表，干到明年

就要退休了。她此时正头戴寸镜、

手拿螺丝刀，仔细检查一块刚刚修

好的机械表。这时一位五十岁上下

先生急匆匆进来取一块维修的瑞士

表。记者与他攀谈，得知先生姓周，

是这里的常客了，说起这块心爱的

瑞士名表故事，他对“杭表”的信任

溢于言表。他说，这块名表是他 20

年 前 在 国 外 买 的 ，当 时 就 要 一 万

多。这个牌子国内比较少见，应该

是跟劳力士、帝陀差不多档次。以

往他过几年都要到一家洋品牌钟表

店保养，一次要 2000 多元。前年知

道“杭表”落户南宋御街，且他们的

老师傅也能维修保养这种瑞士机械

表，费用只要 600 元。他试了一次，

从此就认准了。不仅成了常客，还

带来了其他新的用户。

据悉，杭州手表厂建于1972年，

今年已满 50 周年。从 1976 年开始

试产试销 ZHZ”西湖牌”统机手表，

1984年就获得全国手表质量考核第

一名，到1986年生产规模达到80万

只的高峰。80年代后期，为应对市场

竞争，产品不断创新，先后开发女表、

石英表、镂空表、系列全自动双历机

械表⋯⋯1994 年，公司成功实现从

整表向机芯制造的转型。近20多年

来，研发成功了包括陀飞轮系列在内

的六大系列中高档手表机芯，并热销

国内外市场，已是业界知名的中国陀

飞轮手表机芯制造基地。

岁月悠悠，“杭表”人坚持以客

户至上的初心没变。在古老的南宋

御街上，始终有一个“杭表”之家，以

匠心情怀默默守护着老底子“西湖

牌”手表用户，同时也为其他品牌的

机械表用户服务，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不断演绎新的“老街故事”。

本报记者 胡鹏程

南宋御街上的“杭表”之家

事 后 整 改 不
如 事 前 规
范 。 有 很 多
问 题 在 设 计
之 初 就 应 充
分考虑，制定
好 相 应 的 解
决方案，避免
出 了 问 题 以
后整改。

本报记者帮接到市民求助：萧绍路城东

立交改造提升，对路面进行抬升，结果在萧

绍路上形成了一堵高近一米、长几百米的

“墙”，沿街商铺的进出成了问题。萧山城投

对此回应表示，考虑到沿街店铺的经营需

求，已经和沿街店铺达成一致意见，会将店

铺门口萧绍路上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降

低至与门口地面平行。

城市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是好事。既然

是好事，就要把好事做好。而做好的前提

之一，就是要进行科学规划，要充分考虑周

边道路和街区的情况，比如，与原有道路的

无缝衔接，以及附近小区和沿街商铺的便

利与否。同时，在施工中要努力将影响降

到最低，有围挡的地方尽量为商铺和居民

出行留出通道，尽量做到与周边环境协调

一致。还要安排好工期，严格施工管理，将

施工对周边居民商户的影响时间缩至最

短。好在经本报报道后，萧山城投及时回

应，听取商户的意见，确定“以不影响小店

的经营为优先”，开始着手整改，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原则。

但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孤例。去年，萧山

朝阳逸景苑的业主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

正在改造的道路“路墙”高出小区地面 90 厘

米，居民根本无法正常出行。而事后整改也

只能拆除围挡，将路面变低，既浪费了人力

物力，也浪费了时间。

这样规划存在缺陷的事例接连出现，建

设方必须进行反思。以人为本的原则是一

个共识，应该融入规划设计乃至建设的全过

程。就萧绍路城东立交改造提升工程而言，

商铺修在前，马路抬升在后，堵了别人的路

肯定不合理。规划之前实地走访就能完全

避免的事情，为何要等到起了“高墙”，商家

投诉才来处理？

事后整改，不如事前规范。有很多问题

在设计之初就应充分考虑，制定好相应的解

决方案，避免出了问题以后再行整改，拆了

建建了拆，造成资源的浪费。另外，工程建

设过程中，也要建立起通畅的反馈机制，施

工人员现场发现问题，就要及时反馈，并调

整施工方案。

城市建设和改造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市

民受益，因此要兼顾各方利益，取得大家的

支持和配合。基础设施如能引领周边的生

活配套一起提升，这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良

好局面。

事后整改，不如事前规范

有个男人，三十多岁，普普通通。让人想不

到的是，数万名网友比他自己还关心他的脸。

他是小红书上的新晋网红“煤球球”。

有人说，网红怎么了，这年头最不缺的就是

网红。站在杭州的南宋御街上扔一块砖头，

砸中十个人，有五个是网红。这说法虽然有

些夸张，但也说明处在网红经济时代，网红

已经成为比较常见的自由职业。

但“煤球球”与别的网红不同，他是山西

临汾的一线矿工。因为每天和煤炭打交道，

给账号起名叫“煤球球爱生活”。他在笔记

中真实地记录着矿工日常。这些信息有时

让人安慰，比如现在煤矿的生产环境已经安

全很多；有些虽细微却让人动容，比如矿工

是用洗洁精洗澡的。因此，许多网友开始关

心他的脸，不厌其烦教他如何保护身体皮

肤，“煤球球”心里暖暖的。

相互温暖着、关心着，彼此就有了牵

挂。从此“煤球球”多了一项新任务，每次升

井要给数万人报平安。这是他大学毕业当

了 11 年矿工之后的新变化。不少煤矿生活

的细节，经由“煤球球”的讲述，使大家有了

新的认识。而像矿工这样的普通劳动者，他

们的辛苦被更多的人看见，从而发自内心的

喜欢并尊重他们。

真实的劳动者，真实的劳动场景，具有

打动人心的力量。“煤球球”的笔记，不像有

些网红那样，是一种拙劣的表演。扮演出来

的身份，编造出来的生活细节，终究是肤浅

的，难以引人共鸣。而从万里之外的乡村录

下的镜头，从千米之下的矿井发出的声音，

哪怕是简陋的、粗粝的，但呈现出的真实质

感，是沉甸甸的，给人力量，催人奋进。

“爱生活”，是“煤球球”的小红书账号，

也是他最感染人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矿工

的工作环境艰苦，生活比较单调。这群有血

有肉的矿工汉子，就像微微的光，看起来很

平凡，但一样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

乐观、阳光、积极向上。当他们埋首井下的

世界，隔开了世俗的喧哗和骚动，艰苦单一

的环境赋予他们质朴深沉的精神品格：我本

微光，微光也能闪亮，为千千万万网友带来

元气和正能量。

一个劳动者，虽然平凡，但心灵深处充

盈的坚守会令人肃然起敬。正像先哲所言：

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

由劳动解脱。做不了大树，就做小草；做不

了阳光，就做微光。有何不好？

我本微光，也能闪亮我本微光，也能闪亮

矿 工 的 工 作
环境艰苦，生
活 比 较 单
调 。 但 他 们
一 样 有 着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往：我本微
光，微光也能
闪 亮 。 他 们
带 来 了 元 气
和正能量。

本报评论员
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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