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户改衣服尺寸还要求调整设计，修鞋不仅要耐用还希望看不出修复痕迹……

“小修小补”需求升级，从业者如何抓住新机遇？
专家建议，提供技能培训，建立商家白名单，激励手艺人加入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刘小燕

给新买的裤子改裤腿、更换磨损的电动

自行车轮胎、配备用钥匙……新年伊始，各类

生活焕新需求增加，从事“小修小补”的手艺

人们也忙碌了起来。

近年来，在多方力量的积极推动下，“小

修小补”点位逐渐铺开成面，不仅有效解决居

民生活服务需求，还为从业者提供了更加稳

定的营业点位和订单来源。与此同时，部分

从业者也感受到门店成本较高、技能水平要

求更高、被质疑收费不合理等困扰。“小修小

补”需求升级，从业者该如何抓住机遇？

更多修补点位“进图”连线成网

“顾客拿到衣服后专门给我发来了试穿

视频。看着小宝宝穿上喜庆又合适的新衣

服，我也特别高兴，这是对我们手艺的认可。”

1 月 1 日晚上 8 点，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附近

一家改衣店档口，店主付敏正准备收摊时，手

机上收到了顾客发来的视频。

今年 48 岁的付敏来自河北省保定市高

阳县，曾在北京周边的服装厂工作过十几年，

对裁剪、缝制、针织、穿扣等工序都十分熟

悉。凭借精湛的手艺，开业 12 年来，她的改

衣档口获得周边居民的好评。“逢年过节是

改衣的旺季，这位年轻妈妈的羽绒服近两

年穿不下了，索性换个样式给小宝宝做件

新马甲。”付敏说，最近还有不少年轻人跟着

地图找到档口，她承接的改衣业务也越来越

多样化。

让“小修小补”的点位“进图”连线成网，

受到多方力量的关注与支持。2023 年 3 月，

腾讯地图联合微信发布“小修小补”便民地

图，筛选出全国 200 多个城市近 50 万个修补

小店的地理位置与服务信息，包括配钥匙、裁

缝店、自行车维修等 7大类便民小店。

2023 年 7 月，商务部等 13 部门印发的

《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2023~2025）》提出，规范有序发展

集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于一体的社区

工坊。推广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网点动态地

图、“小修小补”便民地图，引导更多点位“进

图”，让居民“找得到”。

除专门开发的地图外，常用的地图和生

活资讯类平台上，用户也能搜索到附近的“小

修小补”门店。“原来生意基本靠周边居民相

互介绍，现在许多外卖员能跟着地图找过来，

单量和收入都有明显的增加。”在北京市朝阳

区北苑路某小区门口摆摊修车的小杨告诉记

者，老顾客在网络上留言的好评为他增添了

不少人气。

对服务效率和技能水平有新要求

修补需求量的增加，对从业者的服务效

率和技能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改羽绒服的

订单多了起来。只用修改尺寸的，两天基本

能完成一件，如果需要重新填充羽绒或者调

整设计，那可能一周都不够。”付敏告诉记者，

门店只有她一个人忙活，平日还有扦边、钉扣

等小单，一旦整体改衣这类“大活”多起来，就

需要熬夜赶工，并且和顾客提前协调好取货

周期。

谈及为何没有多招员工，付敏认为，一方

面，忙不过来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冬季，尤其是

元旦、春节前夕；另一方面，如果仅增加临时

人手，其缝补技能不一定能满足顾客需要。

还有部分“小修小补”从业者意识到，仅

靠老师傅教的技能远远不够满足新需求。“以

前修鞋讲究的是耐用，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现在不仅要耐用，还要看不出修复痕迹，最好

能‘锦上添花’，没有个把小时是搞不定的。”

在浙江杭州修鞋的刘成坦言，跟着老师傅学

的手艺是入行基础，但随着顾客标准在提高，

相对应的技能需求也更加细化。为此，刘成

专门去皮具修理等行业机构参加培训，补充

学习专项的修理知识。

“以前可能在室外搭棚支摊就可以修

鞋，但现在规范管理，至少要有一个室内门

店。另外，完成度更高的修鞋服务需要配合

更好的材料和工具，开店成本也就增加了。”

考虑到实际情况，刘成将收费定价在 80元以

上，“但有消费者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修

补工作，并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和技能，心

理预期的价格往往偏低，我们只能耐心做好

介绍和解释”。

在线上线下建立信誉度白名单

“‘小修小补’贴近居民生活方方面面，需

要从业者具备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经验和

技能。”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工作委员会委

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为，

随着人工成本和实体店开店成本的上升，“小

修小补”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是必然的，也是应

该得到理解和支持的。

然而，与其他服务类业态不同，大多数

“小修小补”对门店的临街位置、装修等外部

要求并不高，消费者更看重信息触达的即时

性、解决需求的满意度。对此，赖阳建议，应

充分挖掘互联网平台的聚合优势，让消费者

可以在平台检索点位信息后下单预约、从业

者等待上门交付即可，以此降低房租等成本

压力，促进业态升级，为“小修小补”从业者创

造更好的营业环境。

记者留意到，“小修小补”相应地图也在

持续更新中。2024年 11月，最新版湖北省家

电维修放心网点地图上线，涵盖多家主流家

电品牌在湖北的官方维修点信息。2024 年

12 月，商务部等 9 部门印发的《关于完善现

代商贸流通体系推动批发零售业高质量发

展的行动计划》提出，全面推进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引导商业资源下沉社区，补齐

“一菜一修”。

“有关部门、社区和平台企业可以发挥各

自优势，协助从业者对接相应的技能培训课

程，提高接单技能。”赖阳认为，同时各方可在

线上线下建立信誉度白名单，让诚信商户接

到更多订单。平台企业可对具有相应职业技

能证书的从业者给予流量扶持，激励更多手

艺人加入。

近年来，“小修小补”点位逐渐铺开成面，但部分从业者也感受到门店成本较高、技

能要求更加细致等困扰。专家建议，可在线上线下建立信誉度白名单，让诚信商户接到

更多订单。平台企业可对具有相应职业技能证书的从业者给予流量扶持，激励更多手

艺人加入。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记者日前获悉，由

海南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新工委）牵

头，协调 18 个省直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的《海

南省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二十条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已正式印发，通过提供更为

贴心的服务，加强对快递员、外卖配送员、

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关

爱凝聚。

据介绍，《措施》将重点从四个方面关爱

服务新就业群体。一是政治引领，发展党员

计划适当向新就业群体倾斜，加大新就业群

体先进典型表彰力度。二是强化赋能成长，

组织参加各类技能竞赛活动、扶持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在海南开放大学成立“海南自贸港

小哥学院”，助力新就业群体在学历层次与专

业技能上实现双提升。三是强化权益保障，

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工会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范

围和职业伤害保障范围，健全新就业群体诉

求办理机制，建立新业态行业性、区域性涉及

劳动者权益集体协商机制；支持将符合条件

的新就业群体纳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

保障范围。四是强化关爱保障，建设广覆盖、

多层次、实用化的服务平台（站点），开发完善

新就业群体便民服务信息网络，有序推进友

好社区（楼宇）建设；开展送温暖物资、送政策

宣传、送健康培训、送健康体验、送法律维权、

送疗休养、送新就业群体子女游学等活动；升

级改造全省 8家司机之家并为货车司机提供

四项免费服务，并大力推广司机各类网上执

照应用场景；设立社会工作关爱资金给予因

病、因伤导致生活困难的新就业群体专项资

助等。

下一步，海南省委社会工作部将牵头协

调相关部门，共同抓好二十条措施落实落细，

并根据工作需要及时拓展更新措施内容。鼓

励支持省直各相关单位、各市县结合实际细

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清单内容，共同凝聚合力

做好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工作。

本报讯（记者李昱霖 通讯员彭海峰）“丰宁烤羊师”“曲

阳雕刻师”“河北福嫂”……日前，由河北省人社厅主办的劳务

品牌宣传推介活动举行，河北部分劳务品牌代表现场进行技

能展示。此次活动邀请了劳务品牌专家、劳务品牌形象代言

人等约 100人参加，旨在提高劳务品牌建设水平，助力全面做

好稳就业工作。

活动中，河北邢台、山东日照、湖北潜江、河南长垣等地人社

部门负责人、劳务品牌专家、“冀联农民工”等劳务品牌代表，围绕

“多方赋能劳务品牌带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主题进行交流研讨。

据了解，近年来，河北省聚焦高品质服务、中高端技能、文

化旅游、民生保障 4个类型，坚持集约化带动、规范化培育、多

元化发展，共培育劳务品牌 257 个，给予扶持资金 3000 万元，

累计带动就业 1000万人次。

河北省还坚持产教融合，健全以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

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制度。“唐山陶瓷工

匠”劳务品牌与中国传媒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北京大学唐山研

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传承陶瓷工艺，打造陶瓷工匠，

为全国陶瓷行业培养人才。邢台“沙河玻璃工匠”劳务品牌与

武汉理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院校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

共同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提升品牌

从业人员技能水平。

河北劳务品牌累计带动就业1000万人次

生态养殖
海上牧歌

出台 20条措施，涉及学历层次与专业技能双提升等

海南将从四方面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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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南开大学保安刘寿利和他的“路边书房”火

了。值守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西南门二道岗的刘寿利，

50 多岁重拾儿时的爱好自学书法，在休息时间于一方小

小的书桌之上进入书法的世界，写得一手端正规范的楷

书。在他笔尖流淌的，除了幽幽墨香外，还有内心那份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的宁静。

刘寿利练习书法的条件一般，熙熙攘攘的往来人群、

阴晴不定的露天环境，都给静心书写增加了难度。然而，

他却没有受其所限，如同自己写在纸上的八字箴言“读书

至境，心静得稳”一样，“写着写着就入迷了”，为爱好找到

了栖息地，为喧嚣按下了暂停键。

勤奋求学的莘莘学子和坚持学习的保安大叔于无

形间形成了一份美妙的磁场，相互影响。在刘寿利看

来，南开大学浓郁的学习氛围激励了自己重拾书法。而

他专注书写的身影，也在持续鼓舞着学生们静心感受，

让他们意识到生活不仅有考研、就业的压力，还有发自

内心的热爱营造的精神净土。就如同刘寿利朴实的话

语所传达的——把自己热爱的事情，感兴趣的事情坚持

下去，这是最好的了。

平凡的热爱应该被看见，宁静的坚守值得被祝福。

为了支持刘寿利的爱好，他身边的同事、邻居都慷慨地赠

送字帖、笔墨，老师和同学们在路过时也都忍不住驻足观

看，发自内心的称赞让刘寿利露出腼腆的笑容。这样的

善意，源自对坚持心中所爱的支持，人们又何尝不期待，

和刘寿利一样，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仍能凭借热爱把生

活过得多姿多彩。

掌握一项娴熟的技能、坚持一份有趣的爱好，给生活

增添更多精彩，从不囿于身份、年龄。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举办的民间工艺美术展上，59 岁的保安刘建宏拿出 8 幅

油画、3幅书法和 4件石雕参展，被直呼“民间艺术家”；58

岁的保洁员阿姨王柳云白天拿着拖把干活，晚上拿起画

笔作画，于陋室中勾勒多重人生……不受限于刻板印象、

不受困于不利条件，给自己的心灵找到滋养，就能让平凡

的身影更加饱满而富有光彩。

刘寿利于人来车往间伏案书写的背影，为终身学习、

丰富人生留下了生动的注脚。这也让我们从中照见自

己，生活处处皆学问，人生处处有热爱。

愿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的热爱，并坚持下去！

心向热爱，静守时光

本报讯（记者李国 黄仕强）“以后吃火

锅找我，我可是通过认定的火锅料理师，有

证！”2024 年 12 月 27 日，全国首批官方认证

“火锅料理师”在重庆诞生，54 名中外技能

人才拿到全国首批火锅料理师的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重庆是“中国火锅之都”，由重庆发起的

火锅料理师工种于 2022 年发布并纳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前不久，重

庆组织实施了首批该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54 名中外技能人才参加认定合格并

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中包含 19 名外

籍技能人才，他们成为首批“持证上岗”的火

锅料理师。

据了解，重庆火锅店大多制作了英文菜

单，方便外国游客点菜，同时还对员工进行了

专门的培训，教他们使用手机翻译软件，甚至

自学简单的英语短句，比如“您来自哪个国

家”“辣还是不辣”等。

当日，重庆还发布首批“一带一路”国际

技能认证项目，涉及餐饮、物流、互联网、新

能源等领域，涵盖比照认定、标准共建两大

类共计 16 个项目，其中比照认定类包括健

康照护、光电技术、咖啡制作等；标准共建类

包括火锅料理、中式烹调、餐厅服务、物流服

务等。认证活动关联国家 41 个、合作机构

24 家。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首批“一带一路”

技能筑梦培训计划、教材目录及重庆市技能

人才评价“十五五”规划研究重点课题。其

中，培训计划包括国际视野拓展、中餐烹饪等

12项培训，将面向 23个国家开展。教材目录

包括《新能源汽车技术》《工业设计》等 20 本

教材，重点课题包括重庆技能人才评价品牌

建设与推广路径研究、国际技能师资培训课

程资源体系构建研究等 8项课题。

“期待通过认证激励重庆更多技能人才

的涌现，同时也推动重庆对外文化的交流与

输出。”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重庆深入探索国际技

能认证工作路径，遴选建立首批国际技能认

证服务站，积极寻求与相关国际证书机构合

作。旨在进一步为广大劳动者畅通技能晋

升渠道，激活技能人才国际性流动。“这不仅

是重庆在技能人才国际化评价体系建设上

的关键突破，也为今后更多国际人才融入重

庆的餐饮行业打下了坚实基础。”该负责人

表示。

重庆深入探索国际技能认证工作路径

54名中外技能人才拿到全国首批火锅料理师证书

2024 年 12 月 29 日，在山东省荣成
市爱伦湾海洋牧场，渔民驾驶渔船在生
态网箱养殖区管理海带（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山东省荣成市大力推行科
技兴海，推广海洋多层级生态养殖新技
术，有力推动当地海洋经济发展。

新华社发（杨志礼 摄）

“村秀”秀出乡村振兴新风貌
2024年 12月 29日，在海南五指山民族时装“村秀”迎新

专场活动上，表演者身着民族特色服饰走秀。
五指山“村秀”是将黎族、苗族的传统服饰与现代时尚

元素相结合，通过走秀、舞蹈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五指山
独特的文化魅力和乡村振兴新风貌，推动了当地文旅产业
发展。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