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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小小家家电电维维修修，，干干这这行行的的越越来来越越少少
行业混乱、难找配件是主要制约因素

本报记者 王倩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在市
场上销售的小家电造型各异，功
能各不相同，价格也从几十元到
几百元不等，也正是因为有些小
家电价值比较低，维修遭遇各种
难题，致使越来越多的小家电沦
为一次性消费品。

“修不如买”的观念，让故障
小家电成为“鸡肋”，放在家里占
空间，丢了又觉得可惜，很多居民
选择把故障小家电当做废品来处
理。

市民张先生表示，他曾经
就把家中有故障的电风扇卖给
了收废品的人，结果只卖了 1 0

元钱，“虽然心疼，但是没有办
法。”张先生表示，现在的废品
回 收 点 也 都 回 收 这 些 二 手 家
电，虽然价格偏低，但很多人也
只能低价处理。

而 根 据 记 者 了 解 到 的 信
息，大多小家电因为没有统一
的国标，而且以次充好的情况
较多，无法做到客服集中处理
故障。一名维修人员就向记者
坦言，送修的小家电中，三无产
品占了大多数。

对此，相关人员表示，所有的
产品都会经历一个优胜劣汰、由
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相关部门会出台小家
电的国标，淘汰质量低劣的产品。
他们也建议居民，最好是购买大
品牌、有保障的产品。

维修企业放弃

小家电维修业务

于先生是本报齐鲁公众服
务中心加盟商赛维电子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的负责
人，他从事家电维修行业已经
20多年时间，说起小家电维修
业务，他无奈地摇头。

“你看，现在小家电品种这
么多，电饭煲、电水壶、豆浆机、
酸奶机、料理机等等，有的家电
我都是第一次见，对于维修、配
件来说，太难了。”于先生说。

根据记者的了解，以家电
维修作为主业务的赛维电子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在
几年之前，也是把小家电维修作

为一项重要的业务来开展，但近
几年，这项业务急剧萎缩。

说到萎缩的原因，于先生介
绍，小家电维修现在主要有几方
面问题，首先是有很多家电维修
需要上门服务，但是这些家电主
要局限于类似冰箱、电视机、洗
衣机等携带不方便的大家电，如
果是为了一个电水壶，服务人员
跑遍大半个济南上门服务，难度
比较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小家电品种多，品牌繁杂，找
到合适的配件比较困难。

济南市家电维修协会田会
长也向记者证实了这种说法，

“配件问题是小家电维修时遇
到的最大难题，同样的配件，可
能只适用其中一个品牌的某一
特定型号产品使用，对于其它品

牌的产品就用不上了。”田会长
解释，现在济南真正能从事小家
电维修的企业数量非常少，维修
点更少，大多数也是个人经营进
行维修，无法形成规模。

小家电出故障

市民不知去哪修

与很多家电维修企业放弃
小家电维修业务的做法相反，
市民对此的业务需求很大。

家住二环东路的徐女士最
近很是烦恼，先是正在使用的
吹风机出现问题，正用着就坏
了，随后厨房里的电饼铛也出现
了故障，有时还会漏电。尽管拨
打了很多电话进行咨询，也上网
进行查询，徐女士就是没有找到

能维修这种小家电的维修点。
“虽然这些小家电不值钱，

但是扔了挺可惜的，而且随意丢
弃还会制造电子垃圾，要是有人
能简单维修一下继续使用就好
了。”徐女士告诉记者，她因此也
问过很多邻居，大多数人都跟她
有着同样的想法，每个人家中都
有几件有故障的小家电。

在14日本报96706服务进
鲁能领秀城社区活动现场，居
民刘女士一下子从家里拿出了
电饼铛、电水壶、电磁炉三件有
故障的小家电。据刘女士介绍，
电磁炉正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出
现了断电的情况，因为这个电
磁炉是从批发市场买来的，所
以也没法回去找售后厂家，就
一直这么搁置起来。

很多小家电

一坏就当废品卖

如今，电饭煲、豆浆
机、电水壶等小家电成为
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而近段时间，很
多居民通过本报96706电
话反映，小家电在遇到故
障时，维修成了麻烦事，有
的是不知道去哪里维修，
有的则是找不到配件。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倩

在本报举办的进社区
维修小家电活动中，居民拿
出很多有故障的小家电进行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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