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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市区园林小区的张先生今
年64岁，对于他来说，旧衣物的处
理方式似乎只剩下了丢弃。“我们这
一代人相比年轻人更节约，不会轻
易丢弃旧衣服。我们小时候的衣
服，都是老大穿不上了缝缝补补给
老二穿，老二穿不上了给老三穿，全
家孩子都穿不上了或实在缝补不了
了才会扔。”张先生说他的两个女儿
每到换季都会给自己和老伴儿买几
件新衣服，家里攒的旧衣物越来越
多，怎么处理成了烦心事。

“我身上穿的毛衣还是十年前
买的。”张先生的老伴儿刘女士说，
现在的衣服质量都很好，根本穿不
烂，在她的观念里，没有破的衣服
是不能丢掉的。以前她曾在小区
看到有年轻人将好好的衣服丢进

垃圾桶，她多少有些心疼。现在家
里堆积了两柜子旧衣物，还有几条
棉花被子，虽然没有再使用过，但
她仍不舍得丢掉：“如果能捐给有
需要的人，或者能产生二次价值就
好了。”

采访中，不少市民有同样的烦
恼。据了解，旧衣物回收近几年在
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很火爆，
我市也有人从事该行业。

董先生今年夏天在网络平台了
解到衣物回收行业，经过考察后他
认为门槛低、投资小，有一定的利润
空间，于8月份正式进入衣物回收
行业。现在，他每天骑着电动三轮
车穿梭在市区各小区，到市民家中
回收旧衣物。

“几乎每家都有很多旧衣物，每
天多了能收几百件，少了也能收百
十件，这个市场潜力很大。”董先生
说，了解到很多顾客家里都有闲置
物品，他计划组建一个以物换物的
平台，将大家的闲置物品流动起来，
发挥作用。

孙先生从事旧衣物回收行业已
经有4年时间，算得上我市旧衣物

回收市场的“资深人士”。据他介
绍，旧衣物主要有3个去向。一是
再加工，可以做成隔音材料、农业保
温棉、地毯、毛毡等物品，产生经济
价值。二是二次内销，皮草、毛领、
羽绒服等经过二次加工可以再利
用。三是近两年的新方向——出口
销售，主要出口地是非洲等第三世
界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本土纺织
业不发达，90%的衣服都依赖进口。

孙先生现在每天最多工作14个
小时，能收10家左右，周末会更多，
一家收二三十斤（1斤=500克）旧衣
物，一天收100公斤至300公斤。“我
们回收的旧衣服大部分是出口国外
的。如果是旧棉被，会将棉花取出
进行二次加工。”孙先生举例说，旧T
恤在国内回收1元1公斤，经过清洁、
消毒出口到国外后，一件可以卖几
元人民币，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针对网络平台有人称旧衣物回
收可月入10万元，孙先生笑称：“那
得是大老板，一个月吞吐量按吨计
算。我们‘小排量’一个月能赚万把
元辛苦钱就不错了。”

（图片均来源于新华社）

被回收的旧衣物去哪了？

放在柜子里占地方，丢掉又觉得可惜

不穿的旧衣物该怎么处理？

“每个女孩子衣柜里永远都缺一
件新衣服！”聊起买衣服，95后女孩小
蕊直言，自己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买
买买”，即使家里有一个专门的衣帽
间，由于买得多，空间还是不够用，因
此，小蕊每到换季就会给自己的衣帽
间来一次“断舍离”。

12月26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市
区矿工路与劳动路交叉口附近的亿昇
花园小区，一走进小蕊家，门口的第一
个房间就是衣帽间。衣帽间三面墙打
满了柜子，里面挂着、叠着、卷着的都
是小蕊的衣服。“今年入冬后买了3件
加绒卫衣、两条加绒裤子、4条加厚打
底裤、3件羽绒服、两件毛衣、两双鞋，
还有些零碎的打底T恤什么的。”说起
新买的衣服，小蕊如数家珍，她直言

“去年的衣服都没再穿过了”。
“看到喜欢的衣服，只要价格可以

承受，我都会忍不住买下来。”小蕊表
示，女孩子的衣服款式更新换代特别
快，她喜欢每个季度都穿新衣服，考虑
到自己的经济实力，她的衣服价格一
般在几百元至千元之间，“夏天的衣服
9.9元的也有”。

对于旧衣物怎么处理？小蕊表
示，如果自己只穿过一两次或吊牌都
没有摘的，就让好朋友拿走。剩下的
就挂在“闲鱼”平台出售。“卖得很便
宜，价格基本都是原价的一到两折，不
为了赚钱，纯粹是为了给新衣服腾地
方。”小蕊笑着说，如果是两年以上的
旧衣物，她就直接打包放进楼下的垃
圾箱里。

95后女孩：
成色好的转卖或送人，旧的就扔掉

12月26日上午11点40分，在市
区矿工路与诚朴路交叉口的东城国
际小区，市民李奕辰将收拾好的旧
衣物堆放在客厅，等回收者前来称
重拿走。

“这些大人的旧衣服准备卖了，
小孩子新一点的都送给邻居朋友
了，洗不干净的就扔了。”李奕辰今
年37岁，是两个男孩的妈妈，她说，

“以前旧衣服多数都扔掉了，前几天
在小区电梯里看到有旧衣物回收的
广告，就打电话让他们收走。”

中午12点，旧衣回收从业者董
先生来到她家，将衣物按照厚薄打
包后开始称重。最终，李奕辰家里
的夏季旧衣物有 12 公斤，卖了 12
元，厚衣服及旧棉被有28公斤，卖
了5.6元。“真便宜！还不如废纸值
钱！”李奕辰感叹道。

家住市区光明路北段一小区的
80后市民李先生这样处理旧衣服：
在网络搜索需要旧衣物的贫困山区
地址，去邮局将洗干净整理好的旧
衣物寄到有需要的人手中。“旧衣服

对于我们来说一文不值，但对于贫
困山区的人来说可以御寒过冬，更
有意义。”李先生表示，以前听说市
区有福利院或爱心组织可以回收旧
衣物，进行消毒、清洁后送给有需要
的人，“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不
过，有多次捐衣经验的李先生提醒
想要献爱心的市民，给贫困地区邮
寄旧衣服应保证衣服清洁卫生，且
要有七八成新、无破损，最好能先消
毒，已用过的内衣、鞋帽及传染病人
的衣物不能捐赠。

80后市民：有人选择卖掉、送人，有人选择寄给山区

□本报记者 刘蓓 实习生 张彬彬

“在家里收拾出不少好几年都没再穿
过的旧衣物，放在柜子里占地方，直接丢掉
总觉得有些可惜，送人又拿不出手，旧衣物
有没有什么好去处？”12 月 25 日上午，市民
赵女士在朋友圈发出询问，请朋友们给她
支支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衣物不再
是“穿坏穿烂”才被扔掉，更新频率越来越
快，有些年轻女性甚至“去年的衣服今年没
再穿过”。家家户户都有堆积的旧衣物，怎
么处理成了大家共同的烦恼。

何去何从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