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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个动动作作每每天天重重复复一一两两百百遍遍
记者高温下体验加工棉服，计件工资不好赚

本报记者 杨擎

拍打20件衣服

胳膊累得酸痛

记者来到恩加服装加工中
心时，该厂的缝纫工正在加工棉
衣。“夏季加工棉衣是很正常
的。”主任刘女士说，每年旺季均
在6月份以后10月份以前，以冬
季服装为主。

记者看到，这些冬季棉衣分
为三种：羽绒服、羽绒棉服、棉
服。“羽绒服及羽绒棉服里的填
充物必须严格按照规定重量称
量。”刘女士说，较累的工作要数

“整棉”，一个动作每天都要重复
无数遍。

据了解，所谓“整棉”就是把
填充好的羽绒、羽绒棉通过拍打
的形式，让其均匀地分布在布料
内。记者看到，整棉工人用一段
木条不断拍打布料，看上去十分
简单，便提出尝试。

刘女士给记者拿来20个衣袖，
并表示只要把这些衣袖中的羽绒
棉拍均匀就算完成任务。记者接过
整棉工人递过的木条开始拍打。起
初几件，记者拍打得十分轻松，但
整棉工人表示，记者整的这几个衣
袖几乎都不合格。

“并不是将羽绒棉拍平整就
行，袖子的每个角也都要照顾
到。”整棉工人告诉记者。记者尝
试几次后发现，这成块的羽绒棉

怎么也不往角落走，只得向整棉
工人讨教经验。整棉工人拿起一
把长长的螺丝刀说：“把羽绒棉
戳到角落，抓紧后再用木条将羽
绒棉拍散，角落的羽绒棉就不会
再跑到中间来了。”

记者按照整棉工人教授的方
法，很快就变得轻车熟路，但感觉
手中的木条越发变得沉重。当记者
拍到第12件时，胳膊已经累得几乎
抬不起来了。

当记者“死撑”着拍完最后
一件衣袖时，整棉工人动作麻利
地抱来一大堆前身。“我得赶紧
拍了，不然后道工序的员工就没
活了。”该工人说。

车间普遍没空调

夏天更热

记者通过走访几家服装加工
厂发现，车间内普遍没有空调。“我
们一个车间百余人，四个角落各放
置了一台空调，但起不到实际作
用。”一家较为大型的服装厂车间
主任说，由于厂房太大，将空调温
度调低后，距离空调近的员工感觉
十分冷，位于车间中间的工人却感
觉不到一丝凉爽。

“考虑到夏季车间内比较闷
热，我们安装了近20台吊扇。”该主
任说，吊扇虽不如空调凉快，但有
助于空气流通，工人能沉住气干
活。

“你来试试这道工序，这是
我们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机器。”

刘女士说，五线机主要用来锁边
和切棉，切棉时，只要比着布料
边缘将棉切下来即可，但不能切
到衣料。

记者看到做这道工序的员
工十分熟练，切一件前身所用时
间不过几秒。记者拿过第一件前
身，发现袖口处有一个半圆，便
决定从半圆的一端开始下手。可
谁知机器十分灵敏，记者的脚稍
一用力，机器便飞速旋转，并迅
速将棉和衣料切下一大块，记者
的第一次尝试也宣告失败。

第二次尝试，记者了解到要
先从直线开始，于是便小心翼翼
地将机器踩下，一针一线地往下
切。终于成功切完这件衣服时，
记者才发现自己足足用了3分
钟，头上也冒了一层汗水。

为了多赚钱

工人经常加班

记者利用一天时间，体验了
整棉、切棉、锁边、熨烫等较为简
单的工序，但无论哪道工序，记
者尝试一个小时后便觉得索然
无味了。据了解，一道简单的工
序，一天需完成200件以上的任
务，最难的工序也须完成100件
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员工一天要
重复一个动作一两百遍。

“我们从早上7点30分左右坐
到座位上开始工作，到晚上共工作
9个小时左右，如果完不成任务还
需要加班。”缝纫工小贾说，起初接
触这份工作，一天下来腰酸背痛，
如今，工作4年的她已经习惯了。

据了解，缝纫工的工资大都
以计件的方式计算。“比如一道
工序0 . 5元/件，那么一天要完成
200件才能赚100元。”小贾说，一
般0 . 5元/件的工序不算简单工
序，不加班是完不成200件的。

“一般一天赚七八十元是比
较正常的。”缝纫工小李说，一道
普通的工序，一个月下来2000-
2300元是比较正常的，简单的工
序一个月恐怕赚不到2000元。

据悉，为了多赚点儿钱，这
些缝纫工经常加班。“没事的时
候在这儿加班到晚上10点左右，
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多赚钱。”小
李说，她们大都有孩子要照顾，
无法到时间较紧的大型工厂打
工，便学了点技术从事了这一行
业。

随着三伏天的到来，济阳县最高温度已达36℃。高温下，
服装加工厂的缝纫工们正在挥汗如雨地加工着棉服、羽绒
服。近日，记者走访了几家服装加工中心，体验了一把缝纫工
的辛苦。

服装加工厂的工人正在加工棉衣。 本报记者 杨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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