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存状态】

实际上， 在长沙很多小
区周边都难觅裁缝店的身
影。而很多传统的裁缝店，大
多还会提供干洗、成衣制作、
服装销售等服务。

采访中， 几家裁缝店的
老板都坦言， 传统的裁缝店
越来越难经营，“收费本就不
高，如果纯粹做裁缝业务，月
赚2000元就相当不错了，所
以门面允许的话， 往往都会
提供其他相关服务。 有些高
档小区租金很贵， 新小区门
面人气又不足， 在这些地方
开店不划算。”

记者了解到， 如今裁缝
店的开店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开在人口密集的小区
旁，大多是老小区，门面租金
便宜，主要是做熟客的生意；
另外一种是开在大商场里，
业务量有保障， 但是租金较
贵，所以收费也会相对贵些。
此外， 也有少数裁缝选择在
家中作业，借助网络、微信、
朋友介绍、 在小区张贴广告
来承揽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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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周欢 唐缘

本报12月23日讯 网购衣
物， 难免会碰到衣裤不合身的
情况， 花几块钱去裁缝店修改
成了不少人的选择。近年来，网
购的兴起加上“双11”、“双12”
购物节的刺激， 一度带火了一
个不起眼的老行当———裁缝
店。不过，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
发现，随着退货险越来越普及，
往年11月和12月份的修改衣裤
高潮，今年却“爽约”了，网购月
裁缝店生意回归平淡。

“网购月”
裁缝店生意不增反减

12月23日， 记者走访调查
了长沙市的多家裁缝店。

开在河西天马学生公寓旁
商业街的一家裁缝店里， 店家
有些愁眉苦脸，“今年的网购高
峰后， 店里的生意不但没有增
加，反而冷清了不少。”

店家介绍， 前几年网购的
火爆确实带火了修改衣裤的生
意， 年底两个网购节的刺激也
会带来不少业务， 不过今年的
生意比去年差远了，“买到不合
身的衣裤， 很多学生都不愿意
拿来店里改了， 而是选择直接
退货， 再加上一些学生忙于网

购，有了新衣服后也不急着来
修改旧衣服了，所以这两个月
生意反倒不好。”

从事裁缝行业20年的何
花向记者坦言，近年来网购的
热潮也曾给她开的小店带来
了不少生意，修改那些未经试
穿网购的新衣服，前两年能占
到店内修改业务总量的三成
多，而今年只占一成左右了。

退货险普及
“网购红利”没了

“现在退货基本上不需要
买家自掏邮费了，很多人觉得
不大合身就直接退了，除非是
对所买的款式比较满意不想
退货的，才会来店里做些简单
的修改。”何花表示，“在以前，
网购的衣物不大合身，如果价
格本就便宜，考虑到退货需要
自付十几块的邮费，好些市民
还是愿意来店里修改一下的，
毕竟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
划算。”

当天下午，记者采访了十
余名喜欢网购的市民，他们大
多表示，“现在退货险普及，很
多卖家都会赠送退货险，即便
自己花钱买退货险，也只需几
毛钱，免去了退货自己要承担
邮费的负担，衣物不大合适都
会直接退货。”

网购催热的裁缝生意，今年降温了
退货险普及，市民更愿选择直接退货

“现在做裁缝的，大多都
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 很少
有年轻人再愿意从事这一行
业了，毕竟不赚钱。”从事裁
缝行业十余年的苏乐红感
慨，“我家孩子对裁缝没丝毫
兴趣， 我也不希望孩子从事
这一行业。”

采访中， 好几位做了几

十年的老裁缝告诉记者， 裁缝
是个磨人的活， 如果不是自己
喜欢干，很少有人能坚持下去。
他们之所以能几十年如一日，
既是喜欢这份技艺， 能从缝缝
补补中收获乐趣， 也是因为文
化有限，又没其他技能，现在的
年轻人能接触到的东西很多，
很少有人再愿意学裁缝了。

裁缝手艺传承面临尴尬

高档小区和新建小
区周边难觅裁缝店

一位老裁缝师傅正在熨烫衣服。 他说：“现在来缝缝补补的人越
来越少了。”

【行业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