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A10 2024.7.30 星期二
责编：杨成 美编：陈恩武

年产1亿多副
苏北宝妈“拼”出一片“甲天下”

刘浩杰进入穿戴甲行业更早，
根据他的介绍，从10年前开始，东
海之滨的这座小城就有人做起了
穿戴甲的生意。但一开始大家都是
给义乌等地供货，“东海人经商多，
什么火就做什么，直播电商也是最
早做的。”在发现穿戴甲的市场前景
大为可观后，东海人开始给自己生
产，并将产业链上下游拓宽、集中，
从甲片、色胶等原材料供应，到穿戴
甲手工制作，再到销售、出口……刘
浩杰站在复兴路上，指着沿街的店

铺说，这一溜儿都是穿戴甲企业，而
这样的街巷在东海到处都是。

“你打开拼多多，这家是东海
的，那家也是……销量排行榜前
面的几乎都来自东海。”这片五彩
斑斓、绚丽多彩的“海洋”从东海
一路奔流，到了山东、河南、广东、
浙江……数据显示，2023年，东海
县穿戴甲产量突破1亿副，占全国
总产量的 70%，产值 30 亿元，东
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穿戴甲生
产基地和市场。

穿戴甲的兴盛也带动了当地
的就业。目前，东海有穿戴甲企业
200多家，从业人员5万多人，1天
就能生产出40万副穿戴甲。而从
业者中大多数是“家庭主妇”“宝
妈”。刘浩杰的员工中有两个在整
个东海都非常出名，因为靠着一双
巧手，用两年的时间，赚钱买了宝
马车，其中一个是从美甲店的美甲
师转行来的。“也许她们看起来很
普通，但在这个领域里，我觉得她
们是有天赋的，不只是勤劳。”

1亿多副穿戴甲出自她们之手

顾汉玲大学学的是会计专业，
大二时开始创业，开了一家网店，
卖一些DIY的原创饰品，之后卖过
女装、包袋，在直播带货火的时候
开始做直播。结婚怀孕后她也没
有歇下来，在朋友圈做母婴产品的
经销……她告诉记者，生完孩子后
她仍旧在想着怎么创业，但受到客
观条件的限制，她面前可选择的道
路并不多。

2019 年，穿戴甲逐渐展露出
要火的趋势。和很多爱美的女性
一样，顾汉玲在拼多多买了穿戴
甲，她发现这些穿戴甲的发货地就

在东海县，拿到后琢磨一番，“我好
像也可以做。”对照着网上的教程，
她采购了制作穿戴甲的工具和设
备，一开始在家里的卧室，一点点练
习，“闭关”了两个月。丈夫张达此
前做的是东海盛产的水晶生意，在
他的建议下，他们在拼多多开了一
家网店卖穿戴甲。“对新手比较好，
运营比较方便，而且当时拼多多自
然流量很高，不需要额外投入更多
去做营销，可以专注于产品本身。”

一开始网店只有几种款式，有
时候接一些定制单，顾汉玲负责制
作，张达负责销售，一天能卖出几

十副。随着时间的推移，销量也稳
定增长，开店3个月后，美甲师从
顾汉玲一个人增加到了20多个人
的规模。“一开始是亲戚朋友，后来
有的是互相介绍的。”

第一次爆单发生在2019年下
半年，国庆节前后。“一觉睡醒过来，
发现订单爆了，来得很突然，完全超
出了预料，也超出了生产能力。”顾
汉玲和张达说，虽然在前半年店铺
已经积累了一些人气，但爆单带来
的影响力是爆发式的，店铺排名在
拼多多上一下子就排到了前列，他
们不得不再次开始紧急招人……

从一个房间开始的创业

为什么打板师和美甲师大多
是“宝妈”？顾汉玲认为这是一个
双向的选择。

除了门槛相对较低，自由灵活
的时间也是李静和同事们选择这
份工作的一个原因，因为她们大部
分都是“宝妈”，仍旧要兼顾着家
庭。在完成一定量的工作目标的

基础上，她们可以自由调配时间，
选择来上班的时段。

在顾汉玲的工厂里，记者见到
了更多的员工，这些女性来自各个
年龄段，发货间里有人负责打包，有
人负责核对产品款式和数量，仓库
里几个人穿梭在货架中，将做好的
穿戴甲入库，人数最多的是美甲间，

几十个美甲师正对照着打板师做好
的样板，制作对应的穿戴甲……

“这些‘宝妈’拥有心灵手巧、
耐心细致、责任感强、脚踏实地等
优点。”顾汉玲这样说道。而在开
始这次创业时，她也是一个“宝
妈”。但在成为一个妈妈之前，她
也是一个充满了野心的创业者。

2024年，随着《如懿传》《甄嬛传》的翻红，穿戴甲特别是宫廷风的穿戴甲在网络走红，在拼多多等网购平台上，有的店铺同款
穿戴甲“拼”了2000多件，而且还火到了国外。

随着穿戴甲的爆火，江苏连云港东海县，这座因水晶而名声大噪的县城又崛起一个新的产业。有数据显示，2023年，东海县
成品手工穿戴甲全年产量突破1亿副，超过全国总产量的70%，成为全国最大的手工穿戴甲生产基地。而在东海县，苏北“宝妈”
成了这个依赖手工操作产业的主力，“硬控”着这个爆火产业的审美。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益 本版摄影 冉正鸿

7 月 18日下午 4点半，女儿的
托班下课了，李静提前跟同事打了声
招呼，骑着电瓶车把她接回到工作
室。回来后，李静继续上班。小朋友
三年级，跑进来的时候带进了室外的
一阵热浪，工作室的同事立即给她

“投喂”了一瓶水。来了小半个暑假，
她对这里已经熟悉了，李静工作的时
候，她在旁边玩耍，有时候也会遇到
其他的小朋友，他们就一起玩。

李静今年 35 岁，是一名打板
师，在东海一家穿戴甲工作室上
班。所谓打板师，就是将设计师绘
制的图案，一比一还原到甲片上，从
线条到颜色，从图案到装饰，尽可能
完整地呈现出来，随后作为样板，给
到后续流程上的美甲师进行制作，
批量生产。

“你觉得这个款式好做吗？”“看
着好像还行，我是外行。”“其实还挺
复杂的”……李静拿着的是时下最

流行的穿戴甲款式猫眼，吸附猫眼
是制作时最大的难点。这会儿她正
对着一面墙的素材库对比、寻找亮
片，这已经快到最后阶段了，将亮片
点缀在甲片上，差不多就完成了，但
直径不到1毫米的亮片，却有花瓣
状、星星状、圆形、三角形甚至不规
则形等几十种形状。

此外，对于打板师来说，“色差
是一生之敌，每天都要面对这个问
题。”手工制作不像电脑绘图，没法使
用吸色器，受室内外光线影响，甲片
和人的手指也不一样，“有时候涂在
甲片上看着是对的，再戴上手颜色又
不对了。基本上每天都要改好几次
颜色，反复对比、不断调整。”李静认
为，对于打板师来说，审美天赋是最
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对色彩敏感。

她一手托着甲片，一手拿着笔
刷，低着头，专注地在她的“画布”上
一笔一画地作画。

两年前，李静入职了这家穿戴甲
制作工作室，成为了一名打板师。她
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在这之前，她是
一名全职家庭主妇，结婚、怀孕、生孩
子，她的生活被家庭填满了。当女儿
上了小学，逐渐稳定下来，她开始有
了自己的时间，虽然仍是片段式的，

“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抱着这样的
想法，她尝试重新回到工作中去，但
年龄、学历、工作经验等现实问题，
摆在面前，需要切实考虑。

“我有个妹妹一直在做穿戴甲，
她说待遇还可以，我就来试了试。”在
7天的试用期里，李静学会了最基础
的给甲片上色，绘制图案。她很快就
上手了，并凭借出色的表现，顺利成
为了一名打板师。目前来说，每个月
到手的工资在五千到七千块钱。

在这个工作室，一共有 6个跟
她一样的打板师、几十个美甲师。
但采访期间，不论是打板师还是美
甲师，工位上都没有坐满。

顾汉玲是李静的老板，今年29
岁。2019年开始做穿戴甲，一开始生
产线上的员工只有她一个人，丈夫张
达负责销售端。五年过去，他们的“夫
妻店”已经小有规模。“东海县城里有
几个工作室，加起来有100多人，下面
的2个乡镇里也各有1个厂。”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这些员
工大部分都是县城的“宝妈”。在工
作室的门口，张贴着一幅巨大的招
聘启事，要求是团队意识强、脚踏实
地；工作的优点是气氛活跃，时间灵
活不耽误接小孩。“欢迎小伙伴或者
宝妈加入。”

在指尖上作画

从家庭主妇转型

一场双向奔赴

熟练的宝妈可以月入过万 宝妈们正忙着打包发货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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