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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偌大的淄川服装城里有这样一个群

体，他们推着特制的手推车，穿梭在人群中、
小巷里，负责货物由车辆到摊位运输的“最
后一公里”，他们的职业没有明确的称呼，在
这里暂且叫“推客”吧。

“推客”依附于服装城这个大载体，在最
辉煌的时期，他们忙碌并快乐着，而现在更
多的是坐在一块闲聊，打发着下一批货物到
达前的空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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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货

11月6日上午，淄川服装
城管委会北边的公路旁，几名

“推客”正坐在手推车上晒
太阳。

老李就是“推客”中的一
员，他正和同伴聊着天。记者
走上前和他们聊了起来。

“最近活多不多？”记者问。
“比我刚来这里时少多了，

现在一天也就挣个四五十块
钱。”对于收入，老李并不隐瞒。

8年前，老李从临沂来到这
里，每天都是干推车送货的活，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多
块钱。现在他的收入比那时少
了一半多。赶上淡季，一天的
收入还不够当天的饭钱。

“推客”们的日常工作很简
单，就是把机动车无法送达的
货物用手推车送到货主手中，
然后由货主支付运费，这也是
一项考验眼力、反应、速度和力
量的活。

“送一次货也就挣三四块
钱，有些好心的老板（货主）会
稍微多给点。”老李说着，从口
袋里掏出一盒大约三块钱的

“哈德门”烟，点上了一支，“运
费没有明确的标准，都是老板
看着给。”

在交谈中，老李不时瞟一
眼不远处的一辆货车。记者后
来才知道，他们会在那附近“抢
货”。

“早上几点出来的？”还没
等记者把话说完，老李突然站
起身，跑向刚才他一直盯着的
地方。附近几名“推客”已经赶
在了老李前面。来不及解开车
上捆绑货物的绳子，几名“推
客”便用力将货物拽了下来。

货物一落地就表示“名花
有主”了。老李手脚慢了些，这
次没有抢到，无奈地笑着说：

“这次运气不好。”然后，他帮着
其他“推客”往手推车上搬货。
虽然刚才的争抢很激烈，但“推
客”们心里明白，大家都是为了
生活。

送货

“推客”老刘抢到了一包
货，他准备将货物给货主送过
去，记者决定跟着走一趟。

“这包货重不重？”记者问。
“不重，都是丝绵的，也就

100多斤。”老刘回答。
看了一眼包装袋上的名

字，老刘便立马推起车前往目
的地，对于哪家商户在什么地
方，在这里待了近二十年的他
心里门儿清。

推着货物，老刘脚步平稳
且快速，一想到一会儿还有货
物送到，老刘不禁又加快了
脚步。

5分钟后，货物到达目的
地，货主付给老刘4块钱的运
费。老刘一边将几张纸币叠
好，塞进口袋，一边说：“这次老
板挺大方的。”说完，他推起车
子急匆匆地往回赶。

“以前生意好的时候，我们
都忙不过来。”回去的路上，老
刘回忆起曾经的风光，那时候
服装城里像老刘这样的“推客”
差不多有七八十人，而现在只
剩下不到二十人。说完，老刘
赶去收部分货主尚未支付的运
费了。

走在淄川服装城的南北主
干道上，记者看到，两侧不少商
铺都挂出了促销的牌子，音响
里“打折”“甩卖”的声音此起彼

伏。这条七八米宽的路上行人
寥寥无几，车辆也不多。走着，
走着，记者突然远远地看到老
刘已经坐在手推车上等活了。

“我们每天早上5点多到这
里，中午12点以后基本上就没
有活了。”老刘告诉记者，每天
能等到活的时间有限，所以他
干完一单便立即回到这里继续
等活。

情怀

11月22日，记者再次来到
淄川服装城，见到了“推客”老
岳。老岳全名叫岳凤格，今年
68岁，已经当了24年的“推客”。

早些年，老岳的右腿受过
伤，因此落下了终身残疾。他
以前在山西、青岛打过工，成为
一名“推客”之前，曾在淄川当
过建筑工人，还修过鞋。

“今天活少，早上6点半出
来，现在都9点半了，还没送过
一趟货。”老岳说道，为了多挣
点钱，他每天按时出工，就算下
雨天也出来送货，下午没活的
时候还会去收点废品。

从老岳口中记者得知，“推
客”老李已经在前几天回临沂
老家了，因为挣钱太少，“应该
是没有再回来的打算了。”

“前些年这里生意好的时
候，一年下来最多能给家里两
万块钱，今年到现在才攒了
6000多块钱。”老岳告诉记者，
他在附近租了间小屋，一个季
度租金100元，平时省吃俭用，
不抽烟不喝酒，只为了能多贴
补家里。

老岳的儿子在外打工，孙
子上小学了，孙女也即将上幼
儿园，家里本就不宽裕，接下来
还要面临更多方面的开销。“在
这干活还能挣点钱，帮着儿子
还还房贷，也给家里减轻点负
担。我们这些人大都没有一技
之长，去别的地方也不好找工
作。”老岳的语气中透着些许无
奈。他说，只要还能干得动，就
得一直干下去。

前几天，老岳回了趟老家，
给了老伴和儿媳妇各1000块
钱，还花了500多块钱给家里人
买了衣服。提到老家的孙子和
孙女，老岳的脸上有了笑容：

“我那孙子学习很好，很孝顺，
小孙女也乖巧懂事，他们是我
继续干下去的动力。”在老岳看
来，虽然他这一代没本事，只能
靠体力赚点辛苦钱，但是他希
望孙子和孙女将来能出人头
地，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
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待了20多年，对这里有感
情了，这里的人很好，我挺喜欢
这个地方。”老岳说，有的货主
会因为他腿脚不便多给点运
费，房东在房租方面也对他十
分照顾。这些人这些事都让他
对这里产生了归属感。

正说着，一辆送货的三轮
车停在了附近，老岳上前抢到
了三包货，他先把最重的那包
货（约300斤）搬到了小推车上，
推着车脚步蹒跚地向目的地
赶去。

辉煌

据介绍，淄川服装城前身
是淄川西关大集，始于南北朝，
兴盛于明清。开始是小商贩们
在孝妇河岸，架起几块石板，立
起几根竹竿，挂起服装进行买
卖。后来，附近村庄的服装加
工户带着自己的产品加入了经

营行列，随着外地客商也被吸
引到这里经营服装，市场迅速
崛起。1987年，淄川区委、区政
府作出建设淄川服装专业市场
的决定，组织实施一期工程，投
资600余万元，建筑面积1.4万
平方米。2005年，投资2.6亿
元，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拥有
3200余套商铺的通乾服装广场
建成并投入使用。2009年1月，
由淄川服装城商厦有限公司投
资8000万元开发建设，建筑面
积3.5万平方米的童装针织专业
市场建成使用，建筑面积比原
来扩大了12倍。2010年，市区
服务业重点工程鞋城改造拉开
序幕。工程总投资2.6亿元，建
筑面积13万平方米，建成后的
鲁中国际商贸城经营面积增加
10万平方米。

“老淄川”“老张店”们都记
得，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
前后，淄川服装城的影响力究
竟有多大。就连济南、即墨等
地服装市场的诸多客户当时也
大多是从淄川批发进货，彼时
淄川服装城是北方地区面积最
大的服装批发市场，2002年以
来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服装
专业市场十强”。

在淄川服装城管理委员会
的荣誉室内，“中国品牌市场”

“全国商品交易市场系统文明
诚信经营示范市场”，一块块荣
誉牌无声地见证着这里曾经的
辉煌。

“随着周边几个服装批发
市场的崛起，淄川服装城不可
避免地受到影响。”淄川服装城
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张琪告诉记
者，当初淄川服装城凭借自身
优势，经营范围辐射全国，但随
着信息传播越来越便捷，淄川
服装城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功能
逐渐被削弱。

“拿去年在广东举办的一
次订货会来说，很多购货方在
去之前就已经与供货方就服装
款式、数量等达成了初期协议，
到那里也只是签个字而已。”张
琪说道，供货方会将服装的图
片、视频提前发给购货方，所有
的挑选流程均可在网上完成。
这样一来，原先需要通过淄川
服装城中转的交易方式，变成
了买家与卖家之间的直接
联系。

与此同时，近些年随着网
购兴起，服装价格越发透明，服
装零售实体店受到冲击，上游
的批发生意也必然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

在淄川服装城四号厅，许
多商户告诉记者，网购对实体
店的销售影响很大。这些年来
也因此流失了很多客户。为了
跟上发展潮流，有的商户开始
尝试着通过手机直播卖衣服。

记者了解到，2012年，淄
川服装城实现交易额215亿
元，到2018年，交易额降至130
亿元。

“服装城也在寻求改变，管
委会西侧的上海商厦正在进行
升级改造，下一步将打造成一
个多业态的购物商场。”张琪告
诉记者，管委会还组织了“快
手”培训班，帮助商户拓展线上
销售渠道。

对于淄川服装城的未来，
管理方一直在积极寻找出路。
而对老李、老刘、老岳他们来
说，“推客”的未来在哪里，他们
都无法给出答案。在这一行干
了这么多年，他们期待着淄川
服装城能找回昨日的辉煌，能
让他们延续这种习惯和情怀。

依托淄川服装城谋生
期待服装城重回辉煌

艰难的

11月6日上午，在淄川服装城管委会北侧路旁，三名“推客”
坐在手推车上晒着太阳聊天，他们在等待下一批货物的到来。

11月6日上午，淄川服装城的南北主干道上，行人稀少。

11月22日上午，“推客”老岳接到了第一单活，他推着约300
斤重的货物，穿过一条小巷，往货主仓库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