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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王女士花费7500元给家里做防水补漏无效后，作出一个无奈的决定：关闭家里的水
阀，拉着行李箱住进了单位宿舍。

遭遇维修困扰的还有小樊，因家里水管漏水，她先后联系了3名维修师傅。3名师傅分别报
价800元、500元和200元。这令她困惑：“同一个漏水问题，维修费的差距为何这么大？”

采访中，田阿姨向记者感叹，家里一年要换一个热水壶，坏掉的热水壶因无处维修，只能丢
掉，“这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日常生活中，每个家庭都会有类似的维修需求。目前，维修市场虚假报价、虚假维修等问
题，让不少消费者感叹：“找一个靠谱的维修师傅，为什么这么难？”

小樊一个人在武汉工作生活。一
天，她发现厨房的下水管道滴滴答答地
漏水，便在网络平台寻找师傅上门维修。

第一位师傅听完小樊的问题描
述，开价800元。这个价格令小樊望而
却步。

之后，小樊在平台上另找了一位师
傅，称500元可以修好，小樊仍觉得贵。

小樊继续联系了一位师傅，报价200
元。经过3次比价，小樊同意第三位师傅
上门维修。但小樊十分不解：“同一件事，
师傅的报价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9月4日，小樊将厨房水管漏水照
片发给了记者，记者将照片上传至两家

维修服务平台，共有29位师傅报价。
记者统计发现，29 位师傅报出了

13 种价格，最高价为498.4 元，最低为
65 元。最高价和最低价相差 433.4
元。另有师傅报出 336.42 元、257 元、
186.9元等不同价格。

针对同一问题的报价，差距为何
这么大？平台客服告诉记者，维修师
傅都是根据订单内容进行报价，客户
可根据报价自行选择师傅。

记者又问，师傅报价不同，是不是
更换的零件质量不同？客服告诉记
者，报价中不包含材料费用，如需更换
零件，需要现场收费。同时，客服提醒

记者，下单前可以先和师傅电话沟通，
双方沟通好后再下单。

因维修费用缺乏明确收费标准，
不少消费者会在维修中遭遇“维修刺
客”“坐地起价”等问题。

2个月前，田阿姨发现家里的空调
不制冷了，便联系了品牌官方售后。售
后人员检查后告诉田阿姨：“空调是好
的，只是太脏了，需要清洗。”最终，田阿
姨花费420元清洗了2台空调。

次日，她和一位朋友聊起空调清
洗，朋友告诉她：“我们洗了3台空调，只
花了200块钱。”田阿姨十分费解：“都是
空调清洗，价格差距为何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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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下旬，楼下邻居找到王女士
说，王女士家的房子漏水，水已经渗到
了楼下。为了不给邻居造成困扰，王
女士第一时间在网络平台下单，找了
一家“好评率”很高的维修公司上门。

很快，师傅拿着仪器上门检查房
子，检查后告诉王女士：解决房子漏水
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打胶”补漏，
不需要拆除地板，只需要在漏水位置
注入“胶水”材料即可，每斤材料 120
元，这种方式既方便又经济；另一个方
案是将地板拆除，重新做防水，大概需
要两周时间。

王女士问，选择“打胶”补漏，需要花
多少钱？师傅没有明确告知，只是说：

“每家情况不一样，只有打了才知道。”但
师傅也告诉王女士：“（其他客户）有打三
五斤的，也有打七八斤、上十斤的。”

王女士算了一笔账：“即使用十斤
材料，也就 1200 元。”她便选用了“打

胶”补漏的方案。
师傅回店里拎来两个大桶。据王

女士描述：拎来的桶很沉，称重后，一
个桶里的材料就有40多斤，两个桶看
上去有些脏且没有密封，盖子甚至有
点变形。

随后，师傅在地板上钻了一个孔，
将工具插进去后开始往里面注入材
料。大概20分钟后，师傅结束了工作，
将桶里的剩余材料再一称，2个桶里的
材料只剩10斤重了。

“原以为最多用 10 斤，结果用了
60多斤，总计花费8000元。”这让王女
士心里很不舒服，双方协商后，王女士
最终支付维修费7500元。

维修师傅走后，王女士觉得不对
劲，“收费太高了”。她便在网上进行
相关搜索，查询结果显示，众多网民讲
述“打胶”补漏遭遇了维修陷阱。

一周后，王女士再次被邻居投诉。

她说：“花7500元维修，不仅没有解决问
题，邻居告诉我，漏水的面积更大了。”

无奈之下，王女士关闭了家中水
阀搬到了单位宿舍。她同时开启了维
权之路，不仅报了警，也向平台、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等渠道投诉。

采访中，记者与维修师傅取得了联
系。维修师傅称，他的技术和工艺没有
问题，王女士家再次出现漏水是其他原
因导致的。同时，施工前，他从未承诺
具体的维修金额，不存在“维修陷阱”。

9月10日，王女士告诉记者，通过
将近一个月的维权，维修师傅已将
7500元退还给了她。

“钱虽然要回来了，但维权花费了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浪费了很多精
力。”王女士告诉记者，过去一个月，她
一边上班一边投诉，身体吃不消，还生
了一场病。她多次向记者感叹，家里
遇到漏水问题，找个靠谱师傅不容易。

“我买了一张椅子，结果只坐了半
年，椅子腿掉了一个。”说起自己的遭
遇，张希十分气愤。她告诉记者，品牌
方的工作人员建议她自己拿胶水粘一

粘。维修师傅则向她报价，
“换一个螺丝230元”。

张希告诉记者，她花费
1000多元购置了一张椅子，
半年后的一天，她坐在椅子
上泡脚，椅子开始摇晃。她
仔细一看，椅子的后腿松
了，螺丝怎么都拧不上。

她前往门店寻求售后，
结果发现，商家早已撤店。她又
在购物平台找到了品牌官方旗舰

店，客服告诉她，线下买的商品，线
上店铺不负责售后。

之后，她辗转找到了品牌方的工

作人员，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样的椅子
已经停产，没有配件了，如果需要维
修，自己可以拿胶水粘一下。这个回
复让张希哭笑不得：“拿胶水粘的椅
子，谁敢坐？”

后来，她找了一位维修师傅，师傅
报价 230 元。“换一个螺丝都要 230
元？”最终，张希没有舍得花230元换一
个螺丝，她拿胶水对螺丝进行了加
固。但是这张椅子，她再也没敢坐上
去。她说：“现在这张椅子就是一个摆
件，我在上面堆了一摞书。”

找不到靠谱的维修师傅是很多人
生活中面临的难题。

前年冬天，田阿姨一家准备开暖
气过冬，发现暖气片上的阀门漏水。
田阿姨家安装的暖气是一家国外品
牌，目前已退出武汉市场。

为了修好暖气片，田阿姨找到了一
家维修店，结果却被告知，“不能修，只能
换”。田阿姨有些不舍得。她说：“暖气
片的质量都挺好，换了也可惜。况且，家
里换一套暖气片，少说也得2万元。”

后来，经朋友介绍，田阿姨联系上
了一位维修师傅。师傅检查后说：“你
这暖气片有些年头了，换个阀门还能
继续用。”最终，田阿姨花费300元，换
了3个阀门，解决了暖气片故障。

田阿姨向记者感叹，家里的东西
坏了很多时候“想修无处修”。最近几
年，田阿姨家每年都要换一个新的电
水壶。“很多电水壶修一修还可以继续
用，但现在，去哪里找师傅修？修一次
也要几十元，又能买一个新的了，重新
修理是否划算？”在田阿姨看来，东西
坏了直接扔掉，是一种资源浪费。

从事近20年维修工作的郭培军
师傅告诉记者，维修行业涉及较多专
业知识，普通消费者难以准确判断故
障原因和维修难度，只能依赖维修人
员的建议，这给一些商家提供了可乘
之机。

郭培军也提到，目前，消费者多借
助网上平台寻找维修师傅，但消费者
支付的维修费，大部分被平台收取，留
给师傅的费用并不多，一些师傅为了

“跑一趟多赚点”，会过度维修。
郭培军介绍，维修费包含上门

费、检查费、人工费、材料费等。“在我
们行业内部，其实都有市场价”，郭培
军认为，师傅定价或许会有差异，但
不能太离谱。

郭培军建议，家里如果有东西需
要维修，可以先在业主群、朋友圈进
行咨询，请邻居、朋友推荐靠谱的维
修师傅。

采访中，不少消费者呼吁，市场
监管部门应对维修市场加强监管，及
时回应群众投诉，采取市场禁入等措
施，倒逼商家提升服务质量。同时，
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制定和完善维修
行业标准和规范，探索建立透明的价
格体系。强化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
和考核机制，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和技
能水平。

据《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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