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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傍晚 5 点的杭州余杭乔

司朝阳村工业园，第一波服

装厂工人下楼吃饭。

厂里食堂，地方不大，

45 岁的服装工张金财，要等

妻子赵志兰吃完晚饭，傍晚

5点15分再下楼吃。一荤一

素，快速吃饭的 10 分钟，是

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食堂

师傅是江西老乡，烧的菜很

对张金财胃口。可惜昨天来

晚了，还是没有座位，站着吃

完，赶紧回去上工，下班要晚

上10点半。

和园区大部分企业一

样，厂里双十一的订单还在

扫尾，双十二的订单很快就

到，生产已经排到明年 1 月

份。

今年冬天，生意比往年

都好，于是，在乔司的大街小

巷，出现了许多万元月薪招

工广告。

订单已排到明年一月，工人们忙到除了吃饭睡觉，都坐在缝纫机前

内贸外贸一起涌来
乔司服装老板月薪万元招工

本报讯 杭州西湖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区属国有安防

企业，即将挂牌设立西湖区首个退役军人服务站。西湖保安总经

理章国艺，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他说：“我们公司现有347名退役军

人，既有本部机关员工也有一线保安队员，建立退役军人服务站，

为大家提供教育培训、政策宣传等专业化服务。”

通过“党建+退伍军人”模式，以现有的 10 个流动党小组为基

础，进行重新整合整编，以党小组为单位加强党对退伍军人的管理

和引导，让退伍军人离军不离党。建立起退役军人“一人一档”，开

展“政策帮扶、走访慰问、权益保障、技能培训”等各类服务，坚决维

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退役军人提升自我搭建

学习平台。

未来将结合公司党员应急抢险先锋队，组建退役军人志愿服

务队，实现退役军人志愿服务与其他社会志愿服务联动。

本报通讯员 吴绮霞 钱冰冰

西湖区首家国有企业退役军人服务站来了

忙碌的乔司·工厂篇忙碌的乔司·工厂篇

本报记者 施雯 文/摄 虽然单子多到应接不暇
但生产能力有限

趁着晚饭的空档，张金财回了趟住处：厂房后面的一栋农民

房。服装厂工人包吃包住，这幢楼，是老板金国万租下来给工人住

的。

张金财夫妇的房间在5楼，已经住了10年。套房里有卫生间

和烧电磁炉的小厨房，空调、热水器、家具齐全。刚上楼，就接到厂

里电话，张金财匆匆下楼往厂里赶。下楼走几步路，就到厂房门

口，货梯慢悠悠载到3楼，是厂里的生产车间。

走廊过道的水泥地上，刷着红漆，墙上的粉刷白中泛黄，是典

型的上世纪90年代工厂装修风格。车间里摆放着几十台缝纫机，

有一半区域是流水作业，工人们你做领子，我做袖子，最后拼成一

件衣服。还有一小半地方整件作业，就是一个人一台机器，能完成

全部的制衣流程。

张金财和赵志兰文化程度都不高，他们是整件车工。两人的

缝纫机面对面摆着，夫妻档技术过硬，是做了30年的熟练工。

车间的天花板，布满了熨烫用的蒸汽管道。好像是皮管漏气，

熨斗不给力了，金国万就搬来凳子，自己动手维修。

可能是受疫情影响，大家更愿意选择网上购物，今年厂里的订

单特别多。不过，每家厂的生产能力有限，张金财一天最多能做十

几件冬衣，厂里一个月最多能做3万件衣服。目前，订单已经排到

了明年1月。往年这个时候，单子最多往后排半个月。

像我这样的技术
老板每月至少开到1.1万

生产节奏加快，那工人工资是不是也跟着上涨？

在朝阳村办厂10年，金国万回忆起5年前的用工成本：“流水

线工人工资3000元/月，整件车工工资是200元/天；而现在，流水

工涨到6000元/月，整件车工300元/天，但还是没人做。”

像张金财夫妇这样的整件车工，都是月收入过万的。

不过，他们生活单调也是事实：早晨7点起床，烧个早饭，匆匆

上工，午饭和晚饭食堂解决，等到下班回家，累了一天，洗洗澡直接

睡觉。可以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坐在缝纫机前赶制服装。

他们的女儿23岁，大学毕业在余杭工作，现在已经成家了，儿

子21岁还在读大学，明年准备考研，夫妻两人辛苦攒钱，主要是为

了儿子。

“年底了，外面的小厂接了急单，要挖人的也不少，像我这样的

技术，老板每个月至少会开到 1.1 万元。”张金财也印证了金国万

的说法。

干了十年没挪过窝
就是觉得方便、舒坦

金国万厂里的裁剪车间，地上摊着各种颜色和材质的布料，有

的适合做冬装，有的做春装。像做羽绒服用的胆布、羽绒、面布、拉

链这些辅料，骑上自行车，只要几分钟就能到隔壁九堡的面辅料市

场进货。

面料进来后，不能直接加工，要先送去缩水，朝阳工业园一带，

有专业做布料缩水的作坊，大型缩水机不停运转，缩一米布的价格

是 0.3 元。乔司真的是“服装人”的天堂，这也是张金财喜欢这里

的原因，夫妻俩干了十年没挪过窝，就是觉得方便、舒坦。

金国万的厂只做女装，主要承接电商订单。双十一预售的衣

服，车间里还在扫尾，这一季主打的是羽绒服、呢大衣、风衣，以一

件中长款的羽绒服为例，厂里接单的加工费是70-80元/件。

本来要回家吃晚饭的，有两个做男装的朋友过来，金国万就顺

便去楼下请人吃饭。一边吃一边聊，大家都觉得，今年的服装订

单，莫名地比去年多。

“不光单子多，像我们女装，最近下游给的加工费，都会加价

5-10元/件，比往年要多。”

“我们男装也加价了，不过没有女装多，加了 3-4 元/件，订单

也是多的。”

加工费上涨，说明客户急着要货。厂里订单多到接不完，溢出

的部分，就会流转到一些小型加工作坊里消化。于是，老板出万元

月薪请工人的广告，就会在乔司的大街小巷出现。

做内贸的厂
也接到不少外贸订单

虽然乔司一带的服装厂主做的是内贸，但偶尔也承接外贸订

单。今年下半年，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东南亚等地疫情严峻，外贸

订单陆续回流，连做内贸的厂也接到不少外贸订单。

双十一前，金国万厂里就接到三四个外贸单子，刚好生产

有空档期，就接来做了。那会儿，原材料还没涨价，生产成本控

制得比较好，后来原料价格一路上涨，内销单子也如雪片般飞

来。

“竹剑飘林”是金国万给自己厂取的名字，这个47岁的男人老

家江西，在杭州打拼10多年，3年前终于在余杭买房安家。

由于各种成本的叠加，服装厂的利润空间其实相对狭窄。

像一件中长款羽绒服，出厂价在 250-260 元/件，做衣服大约

需要的布料是2.6米，180-200克羽绒。

今年，胆布的价格就从 3 个月前的 1.2 元/米，涨到 2.2 元/米，

往年冬天的涨幅只有0.3-0.4元。羽绒的价格也从1.5万元/吨，涨

到2.6万元/吨。

“竹剑飘林”的年产量是 30 万件女装，辛苦忙碌一整年，金国

万能挣四五十万。

服装工张金财

服装工赵志兰服装工赵志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