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病了去医院，玩偶“生病”了怎
么办？找玩偶修复师。

玩偶修复师，专门恢复和修复各种
玩偶，包括但不限于毛绒玩具、手办和公
仔。他们需了解各种材料的特性，掌握
缝合、修补等技术。如今，在旧物经济的
风口下，该职业应运而生，满足不少人修
补记忆、延续情感的需求。

“玩具寄托了人的情感，更承载了记
忆，这一职业治愈了我。”11月15日，玩
偶修复师崔巍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他从小就是“玩具迷”，从体制内
跨界成为全职玩偶修复师，开创了属于
自己的新赛道。

跨界
“工科男”给玩偶当“医生”

于崔巍而言，从事“玩偶修复师”这
一职业，为自己的心灵和爱好找到了“栖
身之所”。

崔巍今年43岁，是土生土长的山东
人。今年1月，他正式成为一名全职玩
偶修复师，之前只是兼职。不过，要追溯
他修复玩偶的历史，要回到20多年前。

“我从小就是个‘玩具迷’，它们是陪
伴我长大的伙伴。”在崔巍看来，玩偶寄
托了人的情感，也延续了特定时段的记
忆。因此，20多年前，他便开始在论坛发
布自己维修玩偶的相关信息，之后便有
人找他修玩偶，从布偶玩具、毛绒玩具，
到电子机械玩具等，他都不在话下，收费
也只收成本费。

修复玩偶是个精细活儿，与崔巍所
学的专业并不搭边。“我学过生物医学工
程和弱电两个学科，还学过计算机技
术。”他表示，部分知识在修复电子机械
类玩具时能派上用场。

不过，最令人讶异的还是崔巍的工
作经历。“我之前在江苏省体制内单位工

作，后来又去了医院和银行。”相比这些
“香饽饽”职业，他更喜欢维修玩偶带来
的纯粹与专注，于是作出了把兼职变为
全职的决定。

“送来维修的很多玩具都有着特别
的意义，所以客户会进行维修。”崔巍说，
他一般会先在网上对玩偶进行免费“诊
断”，等玩偶寄到后再拆开，把棉花掏出
来。“有的玩偶里的棉花已成块了，有的
是黑心棉，这些就要重新更换。”他说，更
换完棉花后会对外皮进行清洗，一般会
用不同的方式清洗4次。

最为关键的是，接下来要根据外皮
损坏情况进行下一步操作。“玩偶有布料
的和皮毛的，维修难度也不一样。”崔巍
解释说，如果是布料缺失，只需要找到与
它相似的布料即可，虽然有的布料已绝
版，但可以使用数字技术进行还原后再
找印染厂织出相应布料。毛绒玩具大多
数需要植绒，相对更复杂。

修补
从玩偶里看见人生百态

从业多年，崔巍在一个个玩偶背后
也捕捉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有个女生想要维修爷爷送给她的
小海豚。”崔巍回忆说，因为在女孩的脑

海中，一直保留着爷爷送她玩偶那天，他
们拿着海豚抛来抛去的温暖场景。后来
爷爷去世了，玩偶也随着女孩长大留在
了老家，等女孩再次回到老家时，看到玩
偶已变脏发黄，心里很难过，所以寄过来
维修。

“修好了后她很感动，把玩偶带在了
身边，也是纪念爷爷。”崔巍说，维修玩偶
不仅是技术，更是对女孩童年美好记忆
的修补，每当看到自己修补好的作品，他
都充满了成就感。

还有一次，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的孩子的母亲找到崔巍，希望他帮忙修
补一下孩子的玩具。“这是社会爱心人士
送给孩子的礼物，他很喜欢，走到哪里都
要带着，所以弄得很脏，家人将它洗干净

后放在炉子上烘干，结果烤焦了。”崔巍
说，他也是偶然翻看孩子母亲的朋友圈，
才发现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住在
ICU，便询问了情况，原来孩子已经开过
两次胸了。“我想给她免费修，但被拒绝
了，孩子的母亲说已经得到了太多人的
帮助了。”他说。

“还有一对夫妻，是从福建福州专程
坐飞机过来找我维修玩偶的。”崔巍解释
说，因为夫妻二人结婚7年一直没要小
孩，便把玩偶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给它买
衣服、配饰等各种物品。他们把玩偶送
到崔巍手上时，像托付孩子一般小心，还
依依不舍掉下眼泪。

在崔巍看来，自己很能理解他们对
于玩偶的感情，在一个个温情故事中，他
也慢慢被治愈。“玩偶是有生命的，能和
人产生情感联结。”

收入
每小时收费50元月入万元

“现在每个月的订单都排不过来了，
还有人不断咨询。”崔巍表示，他不设实
体店，在各个网络平台接单，和妻子一起
经营，目前生意还不错。

崔巍说，行业一般都是按工时收费。
“之前兼职时是30元1个小时，现在做全
职了，收费在50元左右，每天三四个单，
每月收入在1万元左右。”在他看来，玩偶
修复行业在当前已有做得很顶尖的师
傅。“他们的技术确实不错，收费也比我们
高一些，大约在10倍左右。”他说。

不过，崔巍也特别提醒，这个行业还
是有些“良莠不齐”。“有人报的价格低得
离谱，把玩偶寄过去也不会给你记录维
修过程，这种可能也有风险。”他说。

崔巍谈到，自己之前也开过维修玩
偶的直播，但由于时间长，用户无法获得
即时性满足，所以效果并不好。他说：

“接下来我想要丰富我的短视频内容，让
它更加有趣，质量更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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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内转行，把兼职变全职

他给玩偶当“医生”月入过万元

崔巍正在修复玩偶。

玩偶修复前后对比。

随着网络的发展，近年来“网恋文
化”悄然盛行，但虚拟世界里遇到的爱情
则面临对象身份信息真假难辨等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网恋奔现师”便出现了。

所谓“网恋奔现师”，就是在指定地域
专门替网友提前考察网恋对象身高、长相、
年龄等信息的“新职业”，他们会伪装成快
递员、外卖小哥等角色接近“目标人物”，悄
悄拍摄对方的照片、视频等交给客户。

“网恋奔现师”真的能“解忧”吗？11
月15日，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告诉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尽管这种“新职业”有市场
需求，但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不容忽视。

“网恋奔现师”悄然兴起
帮你核实ta“是真是假”

“去年我曾遇到过一个奇葩订单，订
单备注希望我送餐上门时顺便看看出来
拿餐的人长啥样。”家住成都的外卖小哥
小林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他虽不知道原
由，但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还是按要求
照做了。听完他对取餐者的描述后，客
户还在平台打赏了红包表示感谢。

随着这种奇怪的订单逐渐增多，小林
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送餐订单只是“幌
子”，他们真正的目的只是想借外卖员的

眼睛确定素未谋面的网恋对象身份。
“我身边有很多外卖员有过同样经

历，为了获得顾客好评，他们一般都不会
拒绝这种举手之劳。”小林说。

由某社交平台和上海大学社会学青
年研究团队联合发布的《2024年青年婚
恋观念及趋势调查报告》显示，由于社交
网络的繁荣，基于兴趣的“轻相亲”模式
在00后群体中渐趋流行；社交网络也成
为00后年轻人表达自我、抒发多元的婚
恋态度与行为、寻找共鸣的平台。

与此同时，以“你恋爱、我奔现，为你
的爱情保驾护航”为卖点的新职业“网恋
奔现师”在各大社交和二手平台兴起，接

“代奔现”相关业务的用户IP遍布全国，
收费普遍在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

对话“网恋奔现师”：
冒充快递员携带微型相机拍摄

“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赚点零花钱，并
且我觉得‘代奔’业务现在很有市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恋奔现师”
说，他是某医药公司的员工，利用空闲时
间接单，业务范围只限于同城，收费是每
单200元（不包含路费）。在接到订单
后，他一般会伪装成快递员，在行云流水
地完成“用力敲门、与客户核对、发现送

错、真诚道歉、尴尬离去”一系列动作后，
“目标人物”的视频和照片已被自己随身
携带的微型相机尽数记录。

该“网恋奔现师”认为，年轻人普遍
对网恋对象的颜值、身材等有一定要求，
因为美颜等因素，网友隔着屏幕很难确
认对方的真实情况，让“网恋奔现师”悄
悄打探一下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谈感情，
还是比较保险的方式。

记者还联系到了另一位在上海提供
同样服务的网友阿涛，他坦言自己正在
网恋中，这段关系带给自己的不安全感
和不稳定感反而让他嗅到了商机，所以

“事业心大过恋爱脑”的阿涛也加入了
“网恋奔现师”大军。

律 师 说 法

“心理需求能理解但涉嫌违法”

“网恋奔现师”这种“新职业”的确有
其市场需求，但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也
不容忽视。

“客户和‘奔现师’都涉嫌违法。”在陕
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
律师赵良善看来，客户将网恋对象的姓
名、年龄和住址等信息提供给“网恋奔现

师”，而“网恋奔现师”为获取报酬，不惜搜
集用户恋爱对象的个人信息甚至泄露其
个人信息，毫无疑问，该行为都涉嫌违法。

赵良善说，如果“网恋奔现师”非法获
取或泄露用户恋爱对象的个人信息，则侵
犯了用户恋爱对象的个人隐私。在民事
责任层面，《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
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
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
密活动、私密信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隐私权。据此，“网恋奔现师”需承担
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
任。在行政责任层面，我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42条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
布他人隐私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处
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在刑事责任层面，
情节严重的，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恐怕“网恋奔现师”还要面临刑罚。

赵良善呼吁，对于此类网络新兴事
物，有关部门需要加强监管，一旦发现有
违法问题，要依法予以打击。对于年轻人
来说，对待感情要多一些真诚，少一些虚
伪，“网恋奔现师”不是爱情的“救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代人奔现、考察网恋对象，“可拍照录视频”

“网恋奔现师”靠谱吗？

当 代 年 轻 人 的 职 业 新 选 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