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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小镇大营生

青岛胶州市大店村，一个只有700多户村民的村庄，却拥

有330家口罩生产加工及配套企业，被人们称为“口罩村”。

2012年，该村年生产口罩9亿只，实现产值11 . 1亿元，占据全国

民用口罩市场80%以上的份额。如今，被列入胶东国际机场建

设范围内的“口罩村”面临拆迁，今后如何迁地重建，发展之

路如何创新，成为正在探讨的问题。

胶州大店村

文/片 本报记者 蓝娜娜

对于胶州市市民而言，
胶东国际机场的落户带来
了更多的商机，但对“口罩
村”村民而言，却是喜忧参
半。原来该村被列入胶东国
际机场建设范围内，面临整
村拆迁。

大店村被拆迁后，村民
将如何安置，“口罩村”能否
在搬迁后保持现有的辉煌？
对此，担任大店村口罩协
会会长的姜秀彬同样想知
道答案。“我们现在正与上
级部门协商，最理想的状
态就是全村搬到另一个地
方后，建造一个口罩产业
城，不仅让现有的口罩企
业都能原样发展，还能进
一步扩展规模，让更多的
人 参 与 到 口 罩 生 产 行 业
中。”姜秀彬说，按照如今
的生产规模，至少需要6000

名从业人员，但是大店村
人口总计近2300人，即便村
民招呼亲朋好友参与，从
业人员也不过4000人，用工
缺口仍然很大。同时，相对
年产 9亿只的生产规模而
言，村内最大的厂房只有
800平方米，各企业要想扩

大规模再发展却没有地方
建厂房。

姜秀彬还称，除了人员
匮乏、厂房有限，物流能力
弱也是限制“口罩村”发展
的重要因素。“胶州没有一
个能够辐射全国的大型物
流公司，村里各企业要向全
国不同的地方发货，就需要
寻找多家不同的物流公司，
而这些小型物流公司大多
是个人控制的，稳定性极
差，这对于整个口罩产业的
长期发展不利。”姜秀彬说。

记者了解到，“口罩村”
的所有生产企业全部生产
的是民用口罩，没有一家生
产医用口罩，对于未来是否
会跨到医用口罩领域，许多
企业者称“资金匮乏”、“人
力匮乏”、“精力不足”。对
此，姜秀彬则认为，“口罩
村”如今虽已占据全国民用
口罩市场80%以上的份额，
但是可开拓的市场还有很
多。对于以家庭作坊为主的

“口罩村”，如今先扎实做好
民用口罩，累积经验和资
金，今后再向专业医用口罩
领域延伸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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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村拆迁在即

如何发展亟待探讨

▲“口罩村”处处可见口罩生产企业。

“大店村可以说是
全国民用口罩发源地，
在其他任何一个城市
都没有这样集中的口
罩生产村，现在村里口
罩生产的产业链已经
搭建起来。”姜秀彬会
长自豪地说，在口罩企
业集聚的效应下，各企
业生产口罩的成本大
大降低，从而在市场竞
争中获得价格优势。目
前，大店村生产的口罩
价格最低的仅有五毛
钱 ，最 高 的 达 到 十 多
元。

大店村有一家名
为“舒美奇”的口罩生
产企业，不论生产规模
还是销售量，在村里都
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企业负责人姜瑞涛的
妻子称，2003年她曾到
广州、浙江义乌等大型
批发市场了解口罩市
场，发现口罩需求量很
高 ，而 且 制 作 工 艺 简
单，于是回来后便与丈
夫开起了口罩家庭作
坊 ，招 聘 了 五 六 名 工
人，主要生产白色棉口
罩。

“刚开始干正好赶
上非典时期了，前半年
的销量非常好，不用到
处跑市场，每天生产的
口罩马上就被来村要
货的人拉走了。可后来
整个村都戒严了，我们
也停产了。停产阶段我
就想，如果单纯只生产
白色的棉口罩，市场还
是太小了，于是我就考
虑改进款式，生产时尚
型民用口罩。”姜瑞涛
的妻子说，因为口罩不
同于服装，没有统一的

渠道得知什么时候流
行什么样的口罩款式、
颜色、图案，因此只能
通过自己的时尚敏感
性以及相关服装行业
的流行趋势，来确定每
年生产的款式，“虽然
摸索的过程比较困难，
但是在调整了发展思
路后，销量也确实提高
了许多。经过这10年的
发展，我家企业现在每
年的流动资金就有四
五百万元，家里招的人
也从五六人增长到二
十多人了。”

随后，记者跟随姜
瑞涛的妻子来到厂房
看到，相比别家小规模
的家庭作坊，姜瑞涛家
的加工厂房明显宽敞
很多，总计800平方米的
厂房被分为三大部分，
其中最大的一个房间内
摆放了成堆的口罩原材
料，一箱箱装有1200只口
罩的箱子高高地排好，
随时供给要货的批发市
场。而在另一个房间里，
几名工人正在紧张有序
地分头忙活着，缝纫机
的哒哒声、包装口罩时
塑料袋发出的刷刷声此
起彼伏。

“‘口罩村’的名声
打出去了，我们不用跑
市场就有不少人找上
门来。现在还是5月，我
们已经开始做秋冬季
使用的厚口罩了。”姜
瑞涛的妻子说，现在她
家的企业已经不愁没
有客户了。为了发展更
多高端客户，她开始在
原料上下功夫，采用大
大高于现在市场上普
通材料价格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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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坊制口罩

占领全国八成市场

同等商品比价格

同期商品比款式

1988年，胶州市大店村
村民姜义锡发现“兰州风沙”
后的商机，开办起村里首个
家庭作坊式民用口罩生产企
业，带动了各家口罩生产企
业快速增长；2003年非典之
后，大店村“爆炸式”兴起了
300多家口罩企业，凭借口罩
生产闻名全国，2012年底该
村被中国轻工业协会命名为

“中国口罩生产加工基地”。
20日，记者来到胶州大

店村看到，主街道两侧除了
村委会、小商铺，几乎各家门
前都竖着口罩企业的广告
牌，宣传口罩的“时尚、保暖、
防尘、防晒”等功能。

记者走进一家口罩加工
企业内看到，几名中年妇女
正坐在各自的缝纫机前，或
麻利地把口罩缎面的边沿砸
实，或把挂在耳朵上的口罩
带与口罩缎面拼接在一起，
还有年轻的女孩忙着包装成
品口罩。

大店村的姜秀彬从1992

年开始办厂，是当地第二批
口罩老板之一，如今担任大
店村口罩协会会长。21年时间
里，他参与并见证了“口罩村”
的每一步发展。他告诉记者，
村里330家口罩生产及配套企
业实际都是家庭作坊，参与

制作口罩的也绝大多数是本
地村民。据统计，2012年，大店
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273

元，比胶州全市农民人均纯
收入高出近5000元。

据了解，2000年北京等
北方城市接连遭遇多场沙
尘暴时，大店村的口罩销
量猛增，首次达到800万只，
2002年达1760万只。2003年
非典刚开始的时候，大店
村23家口罩企业迎来发展
的黄金期年生产量暴涨到
2800万只，产值2000万元。

但非典给大店村带来
的并不只是机遇。因为个别
作坊的口罩质量有问题，牵
连了其他作坊的生意。2003

年大店村曾被封村半年，生
产基本停滞。2004年，村里成
立了口罩协会，一方面帮助
想要从事口罩生产的企业融
资，一方面帮各生产企业严
把质量关。

有了行业规范和资金
支持，大店村的口罩生产企
业由23户暴增到300多户；销
售区域由最初的西北、东北，
扩展至华北、华南，走向全
国；产量由2300万只暴涨到9

亿只，占据全国民用口罩市
场80%以上的份额；产值由
2000万元飙升到11 . 1亿元。 在一家大型口罩生产企业，各种原料都堆成山。

或加工，或包装，“口罩村”家庭作坊式企业内分工明确。

口罩成名片

历尽风沙始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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