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任城区越河街道西大寺社区太
白小区爱心车棚里，一个半旧工具柜缓缓
打开，扳手、钳子、螺丝刀、打气筒……整
齐地排列放在架子上，一组工具柜、一张
工作台、一块写着“免费维修”和联系方式
的木牌——这便是七旬老人马全盛自费
设立的便民修理点。

锈迹斑斑的扳手和崭新的智能电表
测试仪并肩躺着，如同他跨越半个世纪的
维修生涯。自从马全盛退休后，今年是他
坚持为小区无偿服务的第8个年头，他的
足迹踏遍社区每个角落。

“一开始，看到邻居修自行车、调车闸
都要跑老远，或者推着坏车干着急。”马全
盛说干就干，他自费购置了常用工具，精
心布置了这个“无人值守”的服务点。小
到螺丝松动、链条调整，大到内胎更换、闸
线更换，马全盛通过这个“基点”，让日常
的“小麻烦”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解决办
法。“不用特意等他，工具箱在，工具在，需
要就拿来用，像自家门口多了一个工具
间。”邻居们这样形容它的方便。遇到需
要更换零件等复杂情况，一个电话，马全
盛便会如约前来，一丝不苟、分文不取地
帮你修好。

便民点是他服务的大本营，对于社区
里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残疾人，他主动
将服务送上门。得知独居老人李奶奶家
的窗户吱呀作响，关得不严实，他拎着工
具箱就上门了。检查更换滚轮，打磨、上
油、调试，还加固了松动的把手。“这下放
心了，不怕风大再灌进来了，也不怕窗户
关不严了。”李奶奶满脸感激。隔壁单元
刘大爷家木椅坐久了，榫卯松动，坐上去
直摇晃。马全盛二话不说，带着木胶和绳
索过去，熟练地进行加固，稳稳当当。

无论是登门更换小零件，还是花费多
时耐心修复的老家具，马全盛都坚持不收
取任何费用。修理台斑驳的木纹里，嵌着
无数个动人的故事：王大爷的收音机里又
响起了久违的评书声、留守儿童的学习台
灯重新亮起暖光、老旧小区的防盗门在他
的调试下恢复了沉稳的闭合声……这些
细碎的温暖，如同细密的针脚，将钢筋水
泥的楼宇缝合成温情满满的家园。每当
有人问起他图啥呀，马全盛总会摩挲着工
具箱说：“修东西就像过日子，多修修补
补，才能长长久久。”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栋
通讯员 李小乐）

七旬“修理匠”的温情驿站

工具柜里的邻里情

面对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行署西
巷的重修扩建迫在眉睫。

2022年4月，古槐街道北门社区启动“全域旧
改”，作为全市唯一完整社区试点，行署西巷迎来
新生。面对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街道组建攻
坚小组，确保供暖前竣工，让居民温暖过冬。同
时，改造坚持民生优先，通过召开“小巷议事会”，
采纳上百条建议，居民积极响应，推动巷道拓宽。

“行署西巷就是我的家！”修车铺店主刘守仓带头
拆除自家商铺，带动周边居民“让墙三尺”，新时代

“六尺巷”精神在此生动诠释。
行署西巷看似不长，但改造过程中涉及问题

复杂、技术困难，需要合力攻坚。行署西巷改造面
临巷道狭窄、储藏室无法挪移等难题，街道联合电
业局、水电气暖等专营单位及产权单位，召开百余
次协调会，优化方案，确保“一次改到位，二十年不
再动”。通过拆除18根线杆、下地600米管网，彻

底解决了“空中蛛网”问题，拔除了困扰居民20多
年的“拦路虎”。改造中，行署西巷保留理发铺、无
花果树等老街记忆，同时拆除违建378平方米、围
墙531米，新建排水管道505米，拓宽路面，并加装
4部电梯，升级供暖系统，根治极寒天气供热不足
问题。

“以前的路窄车难行，现在宽敞又整洁！”农业
畜牧局宿舍门卫姜守坡感慨道。作为古槐街道北
门社区“全域旧改”的收官之作，行署西巷改造工
程取得圆满成功。如今，改造一新的“巷心会客
厅”成为社区服务新阵地，“巷心寓意向新、向心、
向馨，我们将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生活更加舒
心。”北门社区吕秀云书记说。

未来，行署西巷将依托全省智慧社区示范平
台，引入智能监控、智慧停车等设施，提升社区安全
水平。街道还将深化“三家”工作法，联合住建、电
力、热力等部门成立共建联盟，持续优化民生服务。

“小巷议事会”议出幸福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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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署西巷改造记：

“六尺巷”精神绽放幸福光芒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栋
通讯员 马爽 樊中蔚

在任城区古槐街道，
每条老街都流淌着城市的
记忆，镌刻着时代的印
记。古槐街道84条街巷
各具特色，承载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其中，北门社
区的行署西巷虽仅有380
米长，却在城市发展的年
轮中，书写了一部生动的
历史篇章，成为老城区变
迁的鲜活见证。如今，这
条饱经沧桑的老街正以崭
新姿态，续写着属于它的
时代故事。

“曾经的行署西巷，是岁月深处的宝藏，蕴含
着珍贵的童年叠影；那堵斑驳的老墙，如同一幅绚
丽多彩的画卷，闪耀在光阴的长河里。”李新宁老
人曾用自己动情的笔墨记载着行署西巷的点滴过
往。行署西巷与其他街巷不同，承载着鲜明的红
色革命记忆。1978年，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
济宁地区行政公署，行署旁的这条小巷因此得名
行署西巷。街巷附近都是当时的行署机关和家属
院，西巷也成为行署人员的必经之路。1983年，行
署西巷被纳入拆迁范围，传统院落逐渐消失，取而
代之的是各种现代化住宅。

行署西巷两侧共有4个单位宿舍，36幢房屋，
常住居民1900余人。随着时代更迭、城市变革，

行署西巷基础设施逐渐老化的现状，与居民生活
品质提升的现实交织叠加，出现了转型中的治理
阵痛，最突出的就是居民出行不便和飞线“心
结”。由于行署西巷最窄处不足3米，中途还有电
线杆拦路，原本就坑坑洼洼的路，让居民出行极为
不便，特别是消防车、救护车在狭窄空间实施救援
非常困难，居民的生命通道被堵塞。街巷上空电
线纵横交错、废弃线缆层层缠绕，悬挂着十余处

“线团”，最厚处达80公分，存在安全隐患。
“因为救护车、消防车开不进来，一旦遇到紧

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走在这些杂乱垂挂的电
线下面，总觉得不安全。”对于这些堵点难点，居民
们苦不堪言。

行署西巷的时光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