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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忘记带钥匙这件事，相信有同

样经历的人都很是无奈。

市民李先生因为着急，在出门时把钥

匙锁在了家里。回家的时候才发现身上

没钥匙，于是他只好请开锁师傅来开门。

师傅来看了一下情况，拿出工具伸进锁

芯，一转动就把门打开了，报价100元。

因为没有事先询问开门的费用，师傅也确

实把门打开了，李先生只好付钱让师傅走

了。“感觉被坑了。”李先生感慨道。

周先生也经历过，钥匙忘在家里，开

锁师傅上门查看后称，门开不了，只能把

门锁撬了换锁芯。周先生无奈答应了，

结账的时候，材料费、手工费、上门费等

费用加在一起一共360元。周先生觉得

自己被坑了，就和师傅讨价还价。最后

周先生把价格砍到了180元。

在网络上，吃过亏的网友们也怒批

开锁费用太离谱。网友“怡少爷”写道：

师傅拿个纸片就把门划开了……要我

200元。

“咖啡包”写道：我也被开锁的坑过，

然后就换智能锁了。

“扑街孜然”写道：刚被坑，人走了才

反应过来，拆卸的钱都够我换智能门锁

了，已打12315投诉，等结果。

从事多年开锁服务的龙师傅对记者

说：“近几年，新小区的业主大多将门锁

换成了智能锁，智能锁出问题的概率比

较小，我们的工作量就减少了很多，收入

也下降了。现在的工作范围

基本是城里的老小区，

客户需要更换的

都是老式

的锁。”

昆明西南联大
研究院附属学校
教育集团成立

10月12日，昆明西南联大

研究院附属学校教育集团授牌

仪式举行。

为深入实施昆明市“三名”

工程，挖掘和传承西南联大历

史文化精神，扩大全市基础教

育优质资源，依托“昆明西南联

大研究院”，昆明西南联大研究

院附属学校于2017年9月正式

开学，涵盖小学、初中和高中三

个学段。该校是昆明市教育体

育局直属公办学校，由北京清

华附中支持办学。6年多来，学

校规模逐年扩大、教育质量稳

步提升、办学声誉不断提高，

2022年晋升云南省一级三等

高（完）中，2023年获评云南省

“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为充分发挥引进名校的示

范辐射作用，进一步扩大名校

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昆明西南联大研究

院附属学校积极推进集团化办

学，先后领办和合作举办西联

学校阳宗海学校（小学、初中、

高中）、西联学校呈贡实验学校

（小学、初中）、西联学校依云学

校（小学）、西联学校经开学校

（小学、初中），目前已形成“一

校五点”办学格局。

同时，昆明西南联大研究

院附属学校帮扶了普洱中学、

磨憨中心小学尚冈完小等校，

并与怒江州教育体育局、宁洱

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教育帮扶合

作协议。9月14日，昆明市教

育体育局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战略合作线上签约仪式在昆明

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举

行，双方合作跨入新的阶段。

据介绍，昆明西南联大研

究院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将立足

集团化建设，依托本部的辐射、

引领和示范，在成员校之间凝

聚发展共识、共谋发展愿景，构

建集团现代治理体系，推动集

团内部教师交流制度化，强化

集团干部培养，整合集团课程

等资源，加强集团共研共育，发

掘培育集团办学特色，推动集

团内各成员共同发展，彰显集

团化办学的优势，激发成员校

主动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提

高成员校的整体水平。

同时，昆明西南联大研究

院附属学校教育集团也将以集

团化办学为平台，为昆明市深

化基础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

平、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

西联方案、贡献西联智慧，朝着

“办一所风清气正的阳光学校”

的愿景不断迈进。

本报记者 李思家

家电家具维修收费乱象频出

你遭遇过“维修刺客”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家电已然成了每个家庭的生活必需品。在使用家电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

家电“罢工”的无奈。对此，有的市民选择直接淘汰旧家电购买新家电，如电饭煲、饮水机等价格低的“小家
电”。对于冰箱、电视、洗衣机等价格较高的“大家电”，有的市民选择维修后再使用，但是居高不下的维修费
用，引发了市民的不满。

从业者缺乏操守
伤害整个行业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数据

显示，2022 年家电行业整体

利润持续向好，主营业务收

入达到 1.75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1%，实现利润总额 1418

亿元，同比增长19.9%。随着

疫情后的消费复苏，产业政

策、消费刺激新政等力量不

断释放，每年新增的家电消

费都是后面几年家电维修的

客户资源。

中国是家用电器的消费

大国，网民在线上搜索家电

维修业务需求占比相当高，

商业化率却很低。这说明家

电维修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商

机，同时也与这个行业频出

的收费乱象不无关系。家电

维修上门服务乱收费的问题

由来已久，部分从业者缺乏

自律和操守，直接伤害的是

整个行业。

本报记者 宗琪
实习生 朱贞明

＞链接

当家电“罢工”，你会选择换一个新

的，还是找师傅维修呢？

“看情况吧，像饮水机、电吹风这些

价格不高的‘小家电’坏了，就换一个

呗。像冰箱、洗衣机这些比较大的家电，

还是会选择修一下。”市民龙女士说。

面对“小家电”，维修费用和买一个新

家电单品的价格不相上下，修不如换，成

了很多人的共识。然而那些价格高昂的

“大家电”，维修费用常常令人望而却步。

“简单修一下空调，上门、配件、换电

容、加氟的收费要1000多元，电视灯条

换一个500多元……”生活中，有不少市

民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维修刺客”，但

又不得不照单全付，不少人在经历多次

维修后总结出“修旧不如换新”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家用电器、智能家居的

普及，家电维修行业进入快速扩张阶

段。然而，不仅维修费、上门费没有明确

规定，在维修期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

种各样的附加费，维修师傅漫天要价的

情况屡见不鲜。

徐先生家里的洗衣机坏了，他就从

网上找了一个维修师傅。结果维修师傅

上门一检查，告诉徐先生洗衣机的主板

坏了，需要更换，报价1800元。徐先生

立刻表示难以接受，放弃维修，打算重新

买一个新的洗衣机。此时，在一旁的维

修师傅就说：“洗衣机挺好的，修一下就

可以用了，没必要再买一个。”徐先生听

完这话，感觉不对，于是说不修了，并支

付给维修师傅120元的上门费和检修

费。“后来我在网上花500多元买了配

件，跟着教程动手学修理，没多长时间就

修好了。差点花了冤枉钱！”徐先生说。

再来看看网友们的控诉。“马妞妞”

写道：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今天遇到了维

修燃气灶的“刺客”，换一个点火控制器

花了420元。家电维修尽量选择品牌官

网售后，不要选同城家电维修工，尤其是

什么品牌都能维修的那种，特别坑。

“十二夜”写道：之前洗衣机坏了，叫

了维修工上门换主板，结果换完只用了

四个月又坏了。找家电维修真是像买彩

票，得看运气、看师傅的人品、技术，还要

看对方提供的配件质量是否可靠，心累!

转一下就要100元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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