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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外卖品类的增加，“外卖”已
不仅是餐饮的专属代名词。昨天采访了解到，
越来越多的市民通过线上外卖平台购买羽绒
服，外卖羽绒服这一购衣新模式正走俏锡城。

“羽绒服居然也能外卖，送达时间和送餐
时间差不多，真是帮了大忙。”想起月初降温的
那次“窘迫”，市民陈先生直言被外卖羽绒服

“戳”到了。当时他刚搬新家，冬衣还未腾挪，
穿着单薄的衣服又实在无法出门采买，网购最
快也要第二天才到。于是，陈先生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在外卖平台搜索了下，没想到真能
像点外卖一样买羽绒服，于是赶紧下单。他认
为，外卖羽绒服的价格跟网购的差不多，款式
虽然没有商场那么丰富，但是送货速度快，能
解决燃眉之急。

记者以“羽绒服”为关键词搜索线上外卖
平台，美团平台显示有596条结果，其中“男款”
有297条；在饿了么平台，综合性商业超市和服
装品牌店的羽绒服产品颇多。这些衣服的送
达时间不一，有的2天～4天送达，有的24小时
内发货，本地门店可在“立即送出”后约一小时
送达。外卖羽绒服也能和外卖餐品一样，使用
一系列店铺和平台优惠券，不少消费者在评价
栏给出五星好评。大数据还会即时推送下单
状况，记者在浏览时就看到某超市门店显示

“最近3小时9人下单”。
美团平台数据显示，全国的羽绒服外卖销

量环比上月增长超过440%，江浙沪地区平均
增速约为680%，其中江苏省销量增速更为显
著，超过728%。“羽绒服销量在平台上表现突
出，无锡地区也贡献了不小的份额。”美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外卖方式购买羽绒服的消费
者数量正在增多，一些年轻人甚至把这种购物
模式由一开始的应急需求变成了日常习惯。
她说，如今注重高效的城市人不喜欢等待，更
享受线下购物“即买即得”的快捷感，对收货速
度的期待，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点外
卖”的购物模式中。

据了解，一些嗅觉敏锐的服装品牌已经开
始布局即时零售赛道，打通门店的“最后一公
里”。早在2018年，男装品牌海澜之家率先入
驻美团外卖，为用户提供“一小时速达”“精准定
位、随叫随到”等外卖服务，并承诺线上线下同
质同价。如今，更多的知名品牌实体门店上线
外卖平台，拓宽线上经营渠道。家乐福哥伦布
店负责人告诉记者，非餐饮类产品上线外卖平
台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多渠道的购买方式，品
类选择也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目前就换
季需求上线了羽绒服，销量不断攀升。（天易）

自2012年起，无锡市文明
办在南禅寺景区设立学雷锋志
愿服务广场，将每月第一周的周
六定为“无锡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学雷锋志愿服务集中活动日”，

向市民提供各种便民服务。
据了解，今年学雷锋志愿

服务广场新增了织补毛衣的服
务。负责人余雷表示，考虑到
现在会织补的师傅比较少，但

市民朋友们有这个需要，“我们
特别邀请了两位会织补的阿
姨，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便
利。”

（晚报记者 毛岑岑/文、摄）

织补店难找到地方织补店难找到地方 要价也高低悬殊大要价也高低悬殊大

你的衣服破了你的衣服破了，，补还是丢补还是丢？？
随着时代的发展，“去年的衣服配

不上今年的我”“女生的衣柜里，总是少
一件新衣服”等观点不断涌现，“新三
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似
乎已经离年轻人远去。

然而，外出时羽绒服不小心被勾坏
了、去年的羊绒衫拿出来却发现破了一
个小洞……真正需要织补的时候，该找
谁帮忙呢？记者进行了一番走访。

“无锡哪里有补衣服的地
方？”，记者在各大网络平台发
现，提出这个问题的市民并不
在少数。经过搜索，发现“织补
店”大多隐藏在小巷子里，难以
寻觅。在这些店面的点评中，
除了衣服修补的效果，大家也
分享了对店面位置的寻找过
程：“店在恒隆对面建设银行小
巷子走到底”“路线走得有点曲
折，老板娘还亲自开电瓶车来
接我”“进巷子里走100米左转
就能看到”……记者随机采访
了数十位市民，发现“想补衣服
但不知道去哪里找”的问题尤
为突出，“有时候不是不想补，
而是特意去找一趟好麻烦，想

想就算了。”
采访中，市民刘佳莹表示

衣服的价格、新旧是她考虑是
否补衣的重要因素，“贵的去
补，便宜的就直接扔掉或者在
家穿。”刚刚补完一件羽绒服的
陶家慧则对补衣服这件事有点

懊恼，“你看补完了还是有痕
迹，补丁太明显，我以后肯定不
会再穿了。”走访中，记者还发
现市场上织补衣服的价格并不
统一，便宜的二三十元，贵的上
百元，这也令大家在“补”与

“丢”之间摇摆不定。

“皮草领子内有一块皮破
了，可以修吗？”“羊绒衫上的洞
怎么补啊？多少钱？”……打开

“无锡何生织补店”的抖音号，
评论区都是客人们不同的诉
求。记者来到何生织补店时，
发现小小的操作台前，已经被
各式各样的羽绒服、羊绒衫等
衣物堆满。“冬天是织补衣服的
旺季，接单量能达到全年生意

的三分之一。特别是皮草、羽
绒服、羊绒衫等衣物，本来价格
就贵，要是破了一点就不要了，
多可惜呀。”老板何生从18岁就
在解放西路上做织补生意，如
今已经32年了,“老客人有的从
年轻时候就开始来找我补衣
服，现在都拿着孙子孙女的衣
服来找我了。”

采访中，说起现在年轻人

的织补需求没有那么高的观点
时，何生觉得并不是这样。“之
前确实年纪大的客人多一些。
但是自从今年开始做抖音号，
用短视频的方式把织补的方
法、工作中的小故事等分享给
大家，慢慢的也有很多年轻人
找过来修补衣服，还有外地快
递过来的，最多的时候一天能
接十几个快递呢。”

织补衣服看似是个穿针引
线的“小技艺”，但要真正做好却
并不容易。记者从无锡市文广
旅游局获悉，沈广茂织补、浆烫
技艺今年入选了《第五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沈广茂
公司工作37年的翁蝉君已年过
五旬，一直在织补行业深耕细
作。“你看这条裤子上的洞，虽然
小小一个，但这一横排就有二三
十根线，要织补到完全看不出
来，需要上千针的功夫。织补不
同面料的衣服的方法也不一样，
比如织补双面呢大衣，织补完成

后还要用钢针刷把绒刷起来，让
它和原来一样有绒感。”据了解，
翁蝉君本来是纺织厂的“织补
师”，除了织补客人的衣物外还
负责修复厂里的坏布，“现在机
器先进了，会‘断线自停’，不存
在坏布了，我就专门做织补衣物
了。”

翁蝉君说，专业的织补并不
是简单地把衣服上的洞缝起来，
而是用衣服本身的面料对破损
处进行还原。不是“补丁”而是

“无痕修复”，这样的织补技术就
像绣花一样，是个精细活，“有时

候一个活要坐着干两三个小时，
只盯着一处看，很费眼睛的。”

翁蝉君说目前店内和自己
一样会织补的师傅还有两位，
都已年过五旬。这些年自己也
带过徒弟，但能坚持下来的人
很少，“毕竟这个技艺带来的经
济效益不高，真正学会要花上
两三年的时间，大家难免会觉
得不划算。”提到接班人的问
题，何生同样坦言，想学这个的
年轻人很少，家里人也不愿意
接班，“大家都觉得这就是个小
修小补的活”。

“地方难找”“价格不一”
市民补衣遇到难题

自从搬上“抖音”号
织补老店来了年轻顾客

织补技艺入选非遗名录
但后继乏人困局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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