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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条拉链60元、缝补衣服上的口子140元……

零活儿的价格，一个劲儿地往上涨
本报记者 霍钢杰 摄影报道

给衣服换条拉链，在您眼
里，这个活儿应该值多少钱？近
日，市民胡先生想要给衣服换条
拉链，竟被商家要价60元。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光是换
拉链，修鞋、补衣服等零活儿都
涨价不少。而在这背后，是越来
越少的从业人员以及日益高昂
的成本。不过，有不少市民对这
种涨价并不认可，而且希望便民
服务行业能得到规范。

经历：

换条拉链
竟被要价60元

近日，市民胡先生的棉服拉
链坏了：不是拉到一半时从中间

“咧开嘴”，就是拉头被卡住拉不
动。

趁着歇班，胡先生带着衣服
来到了市区一家商场。这里有一
个摊位，专门为顾客扦裤边、补
衣服。但让他吃惊的是，就是换
条拉链这么一个小活儿，对方竟
要价55元。

胡先生说：“以前换条拉链
也就三五块钱。最近几年，大家
收入高了，好多东西都涨价了，
但我觉得即使涨价，换个拉链最
多也就是 20块钱。谁知道，人家
一开口就是 55块钱。后来看我
嫌贵，她又说可以便宜点儿，但
最低也得50块钱。”

离开这家商场，胡先生又带
着衣服到了另外一家商场。在那
里，补衣服的人说，换一条双头
的拉链得 60元，换一条单头的
得50元。

看来哪里也不便宜，胡先
生只好放弃更换拉链，带着衣
服离开了。“我从网上买件普通
的新棉服也就 300多块钱，换条
拉链得 60块钱，这实在是太贵
了。”最终，胡先生在一中前街
附近找到一个小店，以 30元的
价格为自己的衣服更换了拉
链。

调查：

从业人员减少
成本逐渐增高

张女士今年 48 岁，干扦裤
边、改衣服之类的零活儿已经有
一些年头了。

她说，现在，换拉链等零活
儿确实比前些年涨价不少。“早
些年，做零活儿的人多，大家基
本上就是挣个受累的手工钱，
普遍要价不高。”最近这些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愿
意干这样零碎活儿的人越来越
少。

张女士说：“这些缝缝补补
的活儿看着简单，其实做起来挺
麻烦的，而且年轻人觉得干这个
活儿不体面，也嫌麻烦，都不愿
意干。现在干这行的，基本都是
我们这样的中年妇女，人也越来
越少。”

除了从业人员变少，这一行
的成本也在逐渐增高。

张女士说，以前备好针线、
拉链等物料，在市区的街边、农
村的大集等地方支个摊位就能
开工。“现在不能在路边摆摊，都
得进店，每个月的租金就是一笔
不小的成本。如果在大商场里租
摊位，租金会更高。”

另外，如今普遍使用了电动
缝纫机、锁边机、压边机等各种
机器，“买这些机器要花不少钱，
有时候还要掏钱修理”。如此一
来，做零活儿的成本确实高了不
少。

张女士还说，现在，人们送
来修补的衣服也变少了。“以前，
大家过日子都比较节俭，一件衣
服缝缝补补、修修改改的可以穿
好几年。现在，年轻人经常是买
了新衣服穿两次就不要了，哪还
需要修补。现在拿过来修的衣
服，都是顾客比较喜欢的或者是
贵重的，对用料、手工的要求比
较高，我们的要价自然要高一点
儿。”

探访：

涨价的零活儿
还有不少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换拉
链、补衣服之外，修鞋、修自行
车、配钥匙等服务的价格也都有
不小的涨幅。

市民庞先生说，前段时间，
他想给皮鞋钉鞋掌，结果修鞋的
人说，钉一个偏掌要 20元，订一
个全掌要 30元。“之前，像这样
的活儿也就用5块钱。”

在市区一家商场里的一个
修鞋摊位，记者看到，价目表上
赫然写着“钉前后掌 30元—70

元”。
市民马女士说，为了给家里

配一把钥匙，她花了 30多元，这
个价让她有点儿接受不了。但对
方告诉她，钥匙不同，价格也就
不同。

马女士最终还是花了 30元
配了一把钥匙：“毕竟是家里的
钥匙，要是配个不好用的，我还
得再四处去找配钥匙的地方，也
不一定比这个便宜。”

市民：

便民服务价格
超出心理预期

尽管按照从业人员的说法，

涨价事出有因，可还是有些市民
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市民李明表示，即使算上房
租、购买机器等成本，换条拉链
要五六十元，这个价格还是太
高。

他说，在电商平台上，一条
拉链的售价根据长度的不同或
者单头、双头的区别，大概在一
元至两元。即使加上房租、机器
等费用，换条拉链要价二三十元
已经有了不小的利润。

市 民 杨 先 生 也 认 为 这 类
服务的价格超出了自己的预
期。

前段时间，杨先生身上的
大衣衣袖不小心被挂出一个
0.5厘米左右的口子。他想去修
补一下，结果被告知需要 140
元。“我原本以为四五十块钱就
可以了，这个价儿确实让我挺
意外的。”

市民刘征说，自己还经历过
对方不按照价目表收钱的情况。

“当时，我看到价目表上写的是
‘换拉链 20元’。我放下衣服就
走了，隔天去拿的时候，他们却
要我 50块钱，还告诉我价目表
是几年前的了，现在不是那个价
格。”

刘征认为，对方是看人、看
衣服要价，“一看你送去的衣服
比较贵重，就漫天要价”。

建议：

便民服务规范发展
需多方发力

修鞋、配钥匙、换拉链、修自
行车、修小家电……这些看似不
起眼的服务，在居民生活中却必
不可少。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
这些往常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的小摊儿已经难觅踪迹，服务价
格也水涨船高。

很多市民表示，希望这些
正从街头巷尾逐渐消失的老
行当能留下来，最好能离市民
近一点儿。同时也希望有关部
门能对从业人员进行规范管
理，解决漫天要价、以次充好
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城市
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以便
为居民生活提供一些便利。

据报道，天津市杨柳青镇在
2018年投用了 26个便民修车、
修鞋商铺，并免费提供给经营
者。

北京市2016年12月出台的
《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规范
（试行）》规定，便民服务综合体
中，应必备综合修理、补衣缝纫
等生活服务业态，选择性包含家
电维修、自行车修理、配钥匙等
业态。

这些城市，都是在便民菜市
场、小区停车棚、大型超市周边
等地点，开辟专门区域，低价甚
至免费提供给从业者。同时，还
通过街道或者居委会进行日常
管理，设立统一标识，张贴相关
规定，达到规范管理的要求。这
样一来，既为市民提供了便利，
也有利于保持市容环境。

修补衣物的摊位

一个修鞋摊位的价目表

街头修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