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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口罩成了“稀缺品”，无论是医用还是民
用口罩都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从春节至
今，远近闻名的“口罩村”青岛胶东街道大
店村的村民们，一直在厂间马不停蹄地赶
工，每天有千万余只口罩从这里发往全国
各地。订单实现了翻番增长，利润却几乎
还是停在原点。

库存清空，产完立发

3月21日，记者走进这个远近闻名的
“口罩村”大店村。刚到村口，便感受到了
一股浓浓的“口罩氛围”，通往村内的大街
上矗立着一个个口罩生产厂的标牌，当初
的平房大多都被村民改成了厂房，随处
可见挂着的口罩厂招牌，都是统一的包
装牌样式，另外还有一些制作吊牌、刺绣
等产业链上的厂房。大店村党委副书记
姜振东告诉记者，700多户村民的大店
村，有68家口罩加工厂，将近500户从事
口罩生产工作。
“我们两口子俩月挣了一万五。”76岁
的村民姜大爷抬头告诉记者，每天包装口
罩将近8个小时，自己和老伴能装5000
个。记者在工厂车间看到，由于民用口罩
生产标准比医用低，因此生产车间的设备
较为简易，缝制口罩的大多为中年女子，
而装口罩的一般是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根据生产环节不同，日均工资从100元到
200元不等，工资最低的口罩包装工，月收
入三千多元，而缝制口罩的好手则能收入
六七千元。
“看到这间厂房了么，往年这个时候
都是满满的库存，今年直接清空了库存，
真是压根就没想到。”已经从事口罩生产
18年的姜女士带着记者看了一圈空荡荡
的厂房。自从发生疫情以来，来自全国各
地的批发市场订单量猛增，特别是义乌批
发市场、兰州、西宁等地的订单量猛增了
两三倍。往年这个时候是淡季工人也不
多，今年姜女士召回了工人全员在岗赶订
单。但姜女士说虽然订单量翻番，发货价
却没有涨多少，在原来的利润基础上，每
只口罩会多5分钱的利润。她跟记者分析，
比如批发价为5毛钱的口罩现在变成了7
毛，但是并没有将这两毛钱挣到手，因为
市场变化，原材料上涨、物流费用上涨。所
以她一是为了稳定客源，毕竟是多年合作
的老客户，二则是靠量挣钱，以往一两万
只的订单都变成了五六万只，工人们也是
计件工资，因此也是稳住订货量。
“立产立发，根本存不下货，外地货商
甚至还催货，现在主要是在生产防晒和明
星款、大人、儿童的口罩，生产完就立马打
包统一发走。”姜女士给记者展示了订货
单，详细记录了接单时间、大概发货时间、
口罩种类等，小单5万只，大单则是50多
万只，以往还会有货商拖欠货款，但现在
全是现金流，打款预订口罩订单，“现金流
能够保证了，预订原材料，保证物流快递
及时发出，工人们也干得有劲！”说完姜女
士紧接着去帮工人整理打包箱子。

口罩升级，种类更多

从小在口罩堆里长大的姜振东，今年
已经44岁了，这么多年口罩种类样式的
变化，让姜振东历历在目。
大店村从1家生产口罩厂家，变成6

家，再变成15家，2003年“非典”让大店村
名声大噪，口罩业迎来爆发式发展，村里
生产口罩的厂家从23家一下增加到80多
家，从一个口罩售价3毛钱变到3块钱，姜

振东也见证了口罩的升级与种类的变化。
“其实很多小孩是不喜欢戴口罩的，总是
感觉被束缚，怎么样能让孩子们愿意戴口
罩，肯定是孩子们喜欢的样子。”姜振东
说，于是村民选择了印花面料，还要区分
出男孩与女孩喜欢的颜色。村里口罩厂一
开始是做劳保用的白色口罩，比较单一，
后来针对不同人群，推出了成人的时尚
款、儿童的卡通款、防晒款、明星款、压花
款，光是布料就有十几种。
按照往年，大店村的口罩厂不会存很
多货，一旦过完年，就意味逐渐进入淡季，
但如今市场需求猛增，为了满足民用需
求，于是村民们加班加点生产着，但还是
流传着一些“发横财”的说法，这也与市场
供求存在一个很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总有些人将口罩跟国难财联系在一
起，可是我们从来没说过我们的口罩能
预防病害，我们就是民用口罩，功能很简
单就是防尘、保暖、美观时尚，凡是订货
的客户，我们都会先说明这点。”姜振东
指着口罩外包装上的宣传语告诉记者，
虽然这些年，禽流感、非典和雾霾以及新
冠肺炎让口罩订单猛增，但是大店村民从
来没有说过自己生产的口罩能够防病害，
实事求是。
今年疫情突发，其实厂商们是很着急

的，也想要生产医用口罩，但短时间内达不
到条件，再者都是村民生产，医用口罩标准
很高，上级部门也为此特意考察过，确实不
允许。于是，安心加工民用口罩，保证供货
量，便成了大店村厂商们的首要任务。

资质难拿，望“医”兴叹

大店村的口罩业始于1988年，靠“兰
州的风沙”起家，历经1990年的缓慢增
长，在进入2000年后，沙尘暴、非典、禽流
感、雾霾相继来袭，为口罩的增产带来持
续“助力”。为此，大店村特意修建了“大店
民用口罩展览馆”来记载大店村口罩生产
的发展历史。
记者从展馆内看到，这个声名远播的

“口罩村”只有700多户村民，在2015年巅
峰的时候，年产近10亿只口罩，当时占据
了中国民用口罩市场的80%以上，大店村
2011年成为山东省口罩生产基地，2012
年成为全国口罩生产基地。该村的口罩不
仅遍销全国，还远销美国、日本、韩国等国
家。展览墙上的产值数据停留在2015年，
姜振东说2019年产量约为2亿只，因为口
罩的生产不同于其他产品，并不是一直逐
年增长，是由当年的气象、病害以及市面
需求所影响的。
“义乌的明天发，他们这批儿童口罩
要得多，别搞错了啊。”在另一家口罩厂
里，一个月忙瘦了12斤的姜侨侨正在跟父
亲核对着发货订单，生怕出了差错。
“我是接过了我爸的接力棒，继续生
产口罩的，到了我手里，扩大规模了。”31
岁的姜侨侨笑着对记者说。姜侨侨已经做
了十多年的口罩生意，姜侨侨的父亲在
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从事口罩生产，一
直经营到了现在，生产巅峰时期是年产
900万只口罩，现在姜侨侨的口罩加工厂
有60多名工人，每月工资流水20万元以
上，现在每天能够生产3万到5万只口罩。
“疫情发生以后，口罩订单猛增，特
别是医用口罩告急，我当时是想尝试引
进生产设备的，但是医用审批资质十分
严格，我们个体工商户是很难达到的。”
姜侨侨告诉记者，为了在市场上投放更
多的合规口罩，在胶州市市场监管局的
帮助下，姜侨侨办齐了口罩手续，上级部
门快速出具检验报告，全部执行正规标
准。这样一来，发往全国各地的订单质
量，便有了更大的保障。

订单翻番有的老板瘦了12斤，靠跑量每只口罩多赚5分钱

风口下的口罩村，库存空利微增

大店民用口罩展览馆。

一旁是在工厂里忙得热火朝天
的村民们，一旁是大门紧闭的工厂，
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记者在村中走访发现，并不是所

有口罩加工厂都在生产，个别工厂则
是大门紧闭。据姜振东介绍，“老陈旧的
款式，工厂跟不上趟，就淘汰关门了。”
由于近年来市场竞争激烈，只有质量
好，不断升级改造产品才能受市场认
可，为此也淘汰了个别工厂。再者，随着
年轻人慢慢长大，外出读书工作，很多
年轻人不喜欢接班做口罩。“上级支持
村民办厂啊，还有政策来扶持。”据姜振
东介绍，上级部门出台了政策，符合小
微企业创新转型项目条件标准的，村
民办厂购买机器能够获得一定的机器

补贴，可以前往胶州工信局办理。村里
除了已经开厂多年的，其他村民已经
习惯了在厂里帮忙打工，于是新办厂
的数量很少再增加。
“今年疫情发生后，我们工作人员
及时到了村里，一手抓生产，一手抓防
疫，每家都得备齐消毒液、酒精。”胶东
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大店村
现在属于临空区，产业发展等配套方
案都还在调整当中。因为大店村的口
罩生产还停留在制造业较低的层面，
于是，村里的口罩厂将来能成什么样
子，村民们既忐忑又期待。
无论如何，这个早已习惯在各种

变化中打拼的特色村，一定会在市场
大潮中深呼吸……

大店村随处可见口罩厂。

村民正在加工卡通口罩。

展望丨政策扶持，期待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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