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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大学生兼职化妆师上门“约妆”月入数千元

“出门旅游在网络平台上预约‘大学生
上门化妆’服务，化个美美的妆去拍照咯！”

苏苏来自山东，最近休年假她和朋
友来到成都旅游，一天前她通过网络平
台联系到一位大学生上门为自己化妆，
对方收费60元、耗时约1小时化出来的
妆容让她十分满意。

上门“约妆”是近两年借助互联网社
交平台兴起的新职业，因为价格实惠，妆
容精致，受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在社交平台搜索“大学生化妆”等关
键词，会发现全国各地不少院校的大学
生都在做兼职化妆师。“约妆”通常按次
收费，根据妆容的类别、复杂程度以及使
用的耗材不同，收费一般在40元到200
元之间。比如假睫毛需要额外收费，
3-10元/副，做发型19.9元等。

兼职化妆师一个月到底能赚多少
钱？成为一名化妆师门槛高不高？8月
6日，三位来自不同院校的大学生向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讲述了她们的兼
职故事。

接单后坐地铁上门
最多时一个月挣3000多元

“接日常妆容、毕业妆、烟熏妆。”“卫
生有保障，都是自己的化妆品。”“一键换
肤的快乐谁懂，欢迎找我化妆！”一个月
前，小鹿在社交平台更新了自己的简介。

“00后”小鹿就读于成都理工大学，
两年前，她开始接触化妆服务。“一开始
我只是帮同学化妆，后来发现可以作为
一个兼职来做。”小鹿说，两年间她已为
超过400名女性提供了化妆服务。

记者注意到，在小鹿制作的价格表

中，日常妆容收费为60元，定制妆容128
元，如果是校外上门化妆需要额外支付
交通费用。“接单后我一般坐地铁上门为
顾客化妆，一天可以化4到9个，一个月
最多的时候能赚三千多元。”小鹿介绍。

虽然从未接受过正式的化妆培训，
小鹿却能熟练地掌握各种化妆技巧。她
说：“我会在网上学习新的化妆技巧，并
且每次化妆前都会与顾客充分沟通。”

今年6月，小鹿接到了一单特别的
生意——为一个18岁女孩的成人礼化
妆。女孩的父母全程陪同，见证了女儿
的首次化妆经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
凡，因为我不仅可以通过化妆赚钱，还能
帮助女孩们发现自己美丽的一面，这是
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小鹿说。

竞争激烈收入不佳
女孩停止兼职准备考研

记者在小红书搜索“大学生化妆”关
键词，看到有超过6000篇笔记，这些兼
职化妆师大多是“00后”，分布在全国各
地院校。

就读于江苏大学的菲菲就是其中一
员。和小鹿相比，她的客源不多，收入也不
高。一个月前，菲菲决定告别兼职备战考研。

菲菲向记者展示了她此前的妆造作
品，并透露找大学生化妆的群体一般都
是学生或者是刚刚工作的年轻人。“大部
分顾客都是看中价格实惠才找到我们
的。”在菲菲的价格订单里，日常妆容的
收费为40元，她只接校园订单，一个月

的营收在300元到1000元不等。
“我本身学的就是艺术专业，很喜欢

化妆。”兼职化妆师的半年里，菲菲感触
良多。她说，这个行业竞争激烈，盈利很
少，“现在自由化妆师越来越多，也很平
价，所以化妆师的收入并不稳定。我已
经一个月没接单了，准备专心考研。”

谈及兼职化妆是否会影响学业，菲
菲认为这取决于个人如何安排时间。“我
们通常是在课余时间或周末接单，不会
影响学业。我认为能在大学期间尝试创
业并赚钱是一种宝贵的人生体验。”

探索多元化新职业
学生有了更多社会体验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出台鼓励大
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不少大学生踏上
了创业的征程。

改改是河北某高校的在读大学生，
兼职化妆师已有一年时间。对她来说，
这份兼职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收
益，还有宝贵的社会经验和人际交往能
力的提升。

“学校非常鼓励和支持我们探索不
同的职业路径。”改改说，她的身边有许
多同学也在利用自己的特长兼职，比如
摄影技术出众的同学会外出担任摄影
师，口才流利的同学会选择成为情绪咨
询师等。现在学生群体中新兴职业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从陪逛、家教到收纳师、
穿搭顾问，“00后”们正积极寻找适合自
己的兼职机会。

在成为化妆师的一年里，改改发生
了变化。“刚开始兼职时，我并不善于交
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化妆不
仅需要技术，更需要讲话的艺术。在每
一次为顾客化妆的过程中，我都能与她
们建立联系，倾听她们的故事，这个过程
既愉快又充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邹阿江

▲小鹿提供的化妆作品。

◀小鹿的社交平台。
受访者供图

你听说过“刮码”啤酒吗？所谓“刮
码”啤酒，就是抹去酒瓶上生产日期、生
产厂家代码、防伪数字等标识标码的产
品。“刮码”啤酒因缺少完整产品信息，其
质量安全和售后服务得不到保障，相关
部门曾发文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

然而，如今“刮码”啤酒的流通渠道
已经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导致消费者在
不知情的状况下购买。8月6日，成都
市民彭先生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反
映，他在社区团购平台买到了“刮码”
啤酒，担心有问题，不敢销售。对此，
市场监管部门建议消费者，如果买到

“刮码”啤酒，可拨打12345或12315进
行举报。

“刮码”啤酒可以随意买？

彭先生在成都市新都区经营着一家
便利店，两年前刚开店的时候，他听说在
社区团购平台上能够买到低于市场批发
价的啤酒，就下了两单。“买回来后我发
现瓶罐上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代码都
被刮掉了，我担心有问题，就没再买了。”
他说。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8月5日，彭
先生在该平台以27.97元的价格购买了

一件啤酒，这款啤酒的市场零售价是35
元/件，他从批发商手里拿货也要29元/
件。次日收到货后，正如他所料，瓶罐上
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代码都被抹掉了
一半。

“这种情况挺普遍的，很多人在评论
区说买到过‘刮码’啤酒。”彭先生说。记
者在该社区团购平台几款啤酒的评论区
看到，不少消费者反映酒瓶拉环上的二
维码被打孔、生产日期被遮住、箱子上的
信息不完整等问题。

为何会出现“刮码”啤酒？
作为一名酒水经营商，彭先生告诉

记者，部分品牌的啤酒实行分区域生产
销售的管理制度，同一款啤酒在不同区
域的出厂价、销量存在差异。

“如果一个地区的商家售卖不足，没

有办法完成厂家的销售任务，就会想办
法往外边（其他区域）销售。但是，部分
品牌啤酒并不能跨区域销售，商家就会
把啤酒瓶上的产品信息刮掉。”他说，这
在业内被称为“窜货”。

“线下市场也有，商家不会摆出来正
大光明地卖，如果你不懂他就不会说，如
果懂的人问，他就会说更便宜。”彭先生
说，以国内某知名啤酒品牌为例，市场批
发价为每件43元到45元，“刮码”的只要
38元到40元。

销售“刮码”产品违法吗？

今年4月，微信公众号“四川消委”
曾发文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刮码”啤
酒。文中提到，按照《食品安全法》第六
十七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
有标签，销售“刮码”产品是一种将商品

的产品标识故意损坏、篡改后再销售的
违法行为。跨区域流入的“刮码”啤酒会
给厂家管理带来困难，若出现产品质量
问题，销售溯源也难以进行。此外，破坏
产品完整性，会导致企业形象、商誉受
损，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和公平的竞争
环境。

记者搜索发现，浙江台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曾查处一起商家销售“刮码”啤
酒的案件。该案中商家销售的1300箱
啤酒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后两位喷码有被
涂改过的迹象，检测报告显示该产品的
理化指标均符合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但
是该商家还是被罚了27万元。

市民呼吁加强线上平台监管

在上述公众号文章中，四川省消委
会发出倡议：“我们倡导广大消费者在购
买产品时，应关注产品标识标码是否完
整，购买合法合规产品，拒绝购买刮码产
品。”

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电
商平台购物，“刮码”啤酒的销售渠道也
转移到线上，消费者下单时无法知晓商
品是否“刮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
线上平台监管，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彭先生说。

对此，市场监管部门建议消费者，如
果买到“刮码”啤酒，可拨打 12345 或
12315进行举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实习生彭孝莲

同款正常啤酒（左）与“刮码”啤酒对比。 受访者供图

消费者在团购平台买到“刮码”啤酒
市场监管部门：可拨打12345或12315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