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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棱镜

寻常巷陌里，坚守一隅处。在离石区天

益巷五四街，有一家不起眼的“老曹修表”。

推开店铺门，10 多平方米的房间内，一张陈

旧却整洁的修表桌映入眼帘，袖珍榔头、开

表器、卡表台等工具整齐摆放，半新半旧的

零件见证着岁月痕迹。64 岁的曹志平坐在

台灯下，右眼戴着一个黑色放大镜，手执镊

子，轻巧地从去渍油中拾起齿轮，精准地嵌

入机芯之中。随着他熟练而沉稳的动作，停

滞的表针重新跃动。与钟表相伴 40 余年的

时光里，曹志平就像钟表的“手术师”，解决

了许多钟表的“疑难杂症”；他也是“时间修

复师”，用匠心修复一段段流逝的时光记忆。

曹志平“入圈”修表，还要从他的爷爷说

起。曹志平的爷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是

一名修表匠，为了养家糊口，曹志平的父亲

也学会了修表的手艺。耳濡目染中，曹志平

从小便与钟表结缘，技术也就慢慢积累起来

了。“那时候我就想掌握一门技艺，看到父亲

在修表，我就跟着他学。”父亲教授的方法很

特别，没有手把手地仔细，也没有唠叨不停

地嘱咐，技术要领说清楚，其余全靠曹志平

自己琢磨。1977年，16岁的曹志平初中毕业

后，进入了当时的离石县饮食服务公司修表

刻字门市店工作，一干就是 44年。他始终铭

记着父亲的话：做这行，不但要心细，还要坐

得住。

在当时，修表手艺人是很光鲜的职业，

曹志平工作的修表刻字门市店又是离石县

城里有名的国营修表门店。由于收费合理、

手艺精湛，曹志平很快就赢得了顾客们的信

赖。一块手表大约有一两百个零件，有的比

芝麻小，有的比头发丝细，甚至呼气大了都

能把零件吹跑，要想找到出现问题的零件，

得戴上放大镜一点点看。40多年间，他已经

记不清到底修好了多少表。说到修表，曹志

平有自己的骄傲。那会儿离石街上修表的

人也不少，但真正会修表的却没几个。接到

一些高档货，那些修表师傅就会拿来找他

修，然后再转手赚顾客的钱。他修过的表，

除了国内的，也有来自瑞士、日本、德国等国

家的。

钟表行业，往大点说，是社会经济的晴

雨表，直接折射出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70
年代，整个离石县城手表稀少，人们偶尔戴

的是上海牌、海鸥牌的手表。当时一块上海

牌手表价格是 150 多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

人四五个月的工资。到了 80年代后期，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三大件’——手表、

缝纫机、自行车成为家家户户的追求，来找

我修表的人也络绎不绝，常常一坐就是一整

天。”回忆起当年，曹志平的眼里有着不一样

的光芒。“大约到了 2000年之后，手机逐渐普

及，戴手表的人也越来越少。家里年轻的一

辈经常说，现在大家都用手机看时间，谁还

戴手表呢。”曹志平感慨。

时代变迁，2021 年 1 月，曹志平从国营

企业退休，重操旧业，在家里继续他的修表

生涯。来找他修表的，既有多年的老顾客，

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朋友，大家都对曹志平

的精湛技艺赞不绝口。“有一个住在离石的

老顾客，儿子移民到了瑞士生活。因为信得

过我的技术，前段时间儿子回家探亲时还专

门把表拿过来修理。”生意虽大不如前，但曹

志平还在坚持，原因之一是他真的喜欢这个

行当，同时方便老街坊，为他们换换电池、修

修手表、洗洗零件。

“这块表已经修好几天了，就等着你过

来取。”看到有顾客上门，曹志平站起身来

从抽屉里拿出手表递给了张女士。“这两块

上 海 牌 手 表 是 我 父 亲 和 母 亲 结 婚 时 候 买

的，充满着时光的印记。我想把手表重新

修复后再送还给父母，这对他们来说意义

非凡。”钟表不仅能记录时间变化，更承载

了珍贵的情感记忆。在曹志平眼里，无论

是几十元的电子表还是价值几十万的名牌

表，对于拥有者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每

次遇到这样的客人，曹志平总是以有这门

手艺而感到欣慰。

一门手艺，守一辈子。四十多年的光阴

流转，曹志平不仅修复了无数钟表，更修复

了人们对传统手艺的记忆与情感。在这里，

时间不仅仅是流逝的符号，更是匠心与传承

的见证。

修表匠曹志平：择一事“钟”一生
□ 文/图 本报记者 罗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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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5 月 23 日，离石区六一街

社区艺苑华庭小区党支部联合六一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

行“党建引领促共建 端午粽情聚民心”端午节主题活动，党员干

部、社区居民 50余人参加。

活动在独唱《幸福生活一起来》中拉开序幕。随后，包粽子

比赛热闹开场，参与者在 5 分钟内比拼包粽手艺，以粽子结实

度、美观度决胜负，优胜者获精美礼品。套圈圈、“粽里寻他”夹

红豆、粽子接力等趣味游戏轮番上阵，居民踊跃报名，现场欢笑

不断。20 道端午知识问答更让大家在游戏中加深了对传统节

日的认知。活动结束后，该小区党支部成员将包好的粽子送到

高龄、独居、孤寡老人及困难党员家中，送上节日关怀。

记者 王瑞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娟娟） 2024 年，交

城县被确定为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

突出问题省级试点县后，把规范设置乡镇

党建办作为为基层赋能增效的牵引性举

措，通过近一年的实体化运行，全县乡镇党

建工作“统起来推、专起来抓、联起来干”体

制机制逐步形成。

健 全 上 下 贯 通 、执 行 有 力 的 组 织 体

系。交城县印发《交城县乡镇党建工作办

公室运行规则（试行）》，压实乡镇党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工作的主体责任，从机构设置

和人员配备、主要职责和岗位分工、工作机

制等 7个方面 21条作出明确，确保党建各

项工作目标任务落细落实落到位。该县确

定西营镇为试点，先行探路，锚定“组织相

加、工作相融、共建共赢”目标，整体承担和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 8
个领域 63 项重点任务，继而总结经验不

足，推动乡村党建由“粗放碎片”向“精细整

体”跨越。举办全县乡镇党建办工作人员

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要求深刻领会

设置乡镇党建办的重要意义，多思考如何

站好乡镇党建办的第一班岗，让基层党建

有抓手、有机构、有资源。

集约人、物要素，建队伍强保障促运

转。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交城县针对乡镇党

建工作点多线长、面宽量大等特点，总体把

握、一镇一策，力量倾斜、择优高配，建起“主

任—常务及专兼职副主任—专兼职工作人

员”三位一体组织架构。8个乡镇党建办共

配备工作人员 92名，所有乡镇党建办人员纳

入县级党务干部、村（社区）“领头雁”等培训

“大盘子”，健全工作例会、联动协同、评估问

效等 5项制度，实施导师帮带制度，实现“带

着干—教着干—独立干”的能力跃升，提升

工作整体成效。各乡镇整合资源，坚持长效

管用，打造独立办公场所，改善提升硬件设

施，工作和服务环境全面升级。乡镇党建办

发挥统筹协调、督促落实等作用，紧盯重点

任务，健全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制度，持续

破解“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扎实开展村级

后备力量培育储备，为 222名后备力量选配

导师 444 人，安排 140 名后备力

量在乡村两级岗位实践锻炼，推

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年度

收入增加 3.92%，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更加有力有效。

县级指导、乡镇主抓，巩固拓展再提

升。县委党建办协同宣传、政法、社会等部

门，及时下发任务清单，完善班子成员联系

基层机制，县级工作理念、措施直达一线。

组织乡镇间交流学习，指导办内工作人员

领题攻坚，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做法。针对乡镇党委副书记普遍兼任党建

办、党政办主任情况，指导乡镇结合实际调

整党政办主任，让乡镇党委副书记抓党建

工作“精力充足、成效明显”。县委党建办

深入所包联乡镇，列席指导村级落实组织

生活制度，了解乡镇党建办推进重点任务

情况，发现问题不足，指导协调解决，确保

工作运行规范、落实落细夏家营镇党建办

持续抓好党组织主导农业生产托管，大辛

村引入创新基地、升级种植模式、延伸产业

链条，全托管土地 3500 亩，每亩年产量提

升 30%以上，带动村集体经济超 100万元。

交城县乡镇党建工作“统起来推、专起来抓、联起来干”

党建“一根针”串起治理“千条线”

每年的“六一”

儿童节前夕，常可

以听到基层的一些

小学教师这样感叹

“这几天忙得都没

时间上课”。为什

么会产生这样的抱

怨？其实不只是在

“六一”儿童节这样

的特殊节日，每当

一些属于孩子们的

特殊节日，或者学

校需要一些特定的

文艺演出、大型群

体活动时，教师们

都会加班加点排练

演出，或者是占用

课间休息时间、礼

拜天的时间。

教师们“忙得

没时间上课”可以

理解，但是被学校

或者教育部门下达

为行政任务就有点

不可思议。一些教

师反映，学校领导

要求节目必须达到

“专业水准”，就连

化妆、服装、以及活

动需要的道具也作

了明确要求，老师

们只能把教学时间

挤出来，让自己的

学 生 表 演 得 更 专

业、更出色。

这些问题是个

别现象，但具有普

遍性。当教育管理

者习惯用“活动成

果”替代教育质量评估，必然导致教育生

态链的断裂。排练挤占主科课时导致教

学进度紊乱，教师疲惫不堪降低课堂质

量，家长被迫卷入非教学事务产生教育

焦虑。更具破坏性的是，这样的活动有

的孩子不一定愿意参加，一定程度上可

能会扼杀他们本身的兴趣。

回归教育本质，哪怕是学校开展的

特色活动，也需要以孩子为本，教学为

要。教育部门应当建立特色活动的负面

清单，首先是监督学校活动商业化、时尚

化，禁止学校占用法定课程时间排练；学

校需建立“弹性准备期”机制，将一些特

殊的活动融入日常美育课程；家校社协

同育人机制应着力破解“过度参与”困

境，建立志愿服务积分制替代任务摊派，

允许班级自主选择艺术形式并获得专业

指导。

教育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生产，

每一场关于孩子们的活动或者促进教学

的课余活动更非行政考核的业绩标尺。

我们要知道，不管什么样的活动，如果教

育部门和学校能从容地带领孩子在课堂

探索，在操场嬉戏，在星空下畅想，那些

被重新点亮的童真与求知欲，才是送给

孩子们节日最好的礼物。

粽子飘香粽子飘香
邻里情深邻里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