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现场 /
睫毛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

4 月 20 日，记者来到平度市大泽
山镇，在青岛博秀假睫毛工艺品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忙
着加工假睫毛。

该公司负责人王海波告诉早报记
者，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平度市
就有人从事假睫毛代工生产，一直延
续到现在，从原先的家庭作坊式生产
已经升级到现在的工厂化生产。“我的
父辈很早就从事假睫毛加工，我是产
业二代，我的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成
立之初就专注于假睫毛产品研发、生
产一体化。”

“假睫毛是美化眼部的美容用品，
用于日常化妆和舞台效果。假睫毛种
类繁多，主要分为对毛、密排、朵毛三
大类型；又因材质、款式、长短、卷曲
度、颜色等不同，形成了丰富的产品系
列。”王海波介绍，公司产品以对毛和
自嫁接朵毛为主，工厂专注于假睫毛
品牌代工（OEM/ODM），跨境电商、
直播带货和网红选品等。

“一对假睫毛只有五六克重。一
根假睫毛直径只有 0.07 毫米，看似微
不足道，但从开始加工到最后成品出
厂，要经历压毛、合毛、上线、切毛、卷
管、定型、剥管、上托、包装九道工序。”
王海波说。

相比较父辈来说，王海波更倾向
于在科技创新上提升核心竞争力。
2020 年，王海波带领团队用半年时
间制作出人造水貂毛假睫毛，其特
点是成本低又环保，柔软度、舒适度
与水貂毛接近，一经推出就受到国
外市场好评。2022 年又通过了一款
环保可降解假睫毛的发明专利，通
过改变生产假睫毛的原材料，做到了
睫毛的环保和可降解的大问题，走在
了行业发展趋势的前沿，受到同行业
的高度关注。

“原先加工假睫毛都是靠人工，每

道工序都需要大量的工人，从去年开
始，平度美妆在线新经济产业园跟浙
江大学合作研发自动化生产系统，我
们也是镇上最早一批申请建设自动
化生产车间的企业。“目前，睫毛上卡
环节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王海波说，
后续公司还将继续朝着数字化工厂
迈进。

/ 说法 /
打出组合拳发展睫毛产业

大泽山镇是“中国美妆用品（睫
毛）·平度”“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睫毛制品）”的核心原产区，被誉为
“中国睫毛第一镇”，睫毛产业是广大
村民增收致富的一“金”一“银”。

近年来，大泽山镇以 党 建 为 统
领，蓄力发展、跨越突破，统筹优势
资源，将睫毛产业作为重点支柱产
业来抓，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使各企业变“单打独斗”为“联合
作战”，不断发挥核心原产地优势，
创新睫毛产业发展新模式，筑起睫
毛产业新高地。

大泽山镇已形成涵盖设计、定制、
加工、包装、销售、物流、外贸等完整的
睫毛产业带，生产 3000 余种不同样
式、品类的睫毛制品。

为充分发挥大泽山镇睫毛原产
地、地理区位、工艺品质、产品创新、
销售新业态等优势，大泽山镇通过
参与创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睫毛制品）”“中国美妆用品（睫毛）
产业之都·平度”，参与制定中国《发
制品 睫毛》标准、建设“大泽山镇睫
毛中心”、强化宣传推介打响知名
度、争取《平度市支持睫毛产业发展
若干政策》落地、成立睫毛产业服务
办公室、促进产业路径升级等一系列
措施壮大睫毛产业。

依托《平度市支持睫毛产业发展
若干政策》，大泽山镇在财税贡献、外
贸及电商、快递物流、人才政策、品牌
支持、展会补助、研发扶持、金融扶持

八个方面给予产业扶持，释放政策红
利，激发产业活力。为扶持产业做大
做强，大泽山镇2021年7月设立“大泽
山镇睫毛产业服务办公室”，为企业提
供政策利好推介、优良营商环境等常
态化服务。

大泽山镇积极搭建发展平台。建
设大泽山镇睫毛中心，全面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占地
4958 平方米的“大泽山镇睫毛中心”
项目已于 2021 年 3 月竣工，通过项目
带动，实现 9 家睫毛企业入驻、运营，
更好地发挥了产业集群效应。成立平
度大泽山睫毛行业协会，同时成立协
会党支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与
纽带作用。目前，协会已拥有成员企
业 40 余家。承办青岛市美容美发化
妆品行业协会青岛美业 30 周年盛典
行业座谈及“睫毛专业委员会”挂牌事
项，成功将协会唯一“睫毛专业委员
会”落户大泽山镇。

大泽山镇还积极探索“产业+金
融”模式，以金融支持地方特色产业
为着力点，满足产业多样化的金融
需求；鼓励企业提升品牌意识，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截至目前，全镇睫
毛企业经认定的专利 91 件，商标达
653 件；持续开展睫毛人才培养引进
工程，引导 80、90 后年轻人返乡创
业，联合专业机构、公司开展产业技
能、电商带货等培训；注重做好强链、
延链、补链文章，成功招引上下游产业
链企业11家。

平度市在2021年10月被授予“中
国美妆用品（睫毛）产业之都·平度”
称号。大泽山镇做好“大泽山长乐”
等商标申请工作，夯实基地睫毛产业
产品优质、口碑良好优势，进一步提
升品牌市场效应。青岛市以大泽山
镇为载体，申报 2022 年度山东省优
质产品基地。大泽山镇季家疃村（美
妆睫毛）荣获青岛市第一批手造乡土
名村。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徐振东 摄影报道

全球70%假睫毛来自“大泽山”
平度大泽山镇睫毛产业相关企业1500余家“中国睫毛第一镇”开启数字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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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成立睫毛产业服务办公室、建设
大泽山镇睫毛中心、积极探索“产业+金
融”模式、持续开展睫毛人才培养引进工
程……4月20日，记者从平度市了解到，
被誉为“中国睫毛第一镇”的大泽山镇将
睫毛产业作为重点支柱产业来抓，推动产
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不断发挥核心原
产地优势，创新睫毛产业发展新模式，筑
起睫毛产业新高地。

目前，全镇从事睫毛产业相关的企业
共有1500余家，覆盖70个村庄，产值达
77亿元，带动就业上万人，占全国产量的
80%，全球市场份额的70%。大泽山镇已
形成涵盖设计、定制、加工、包装、销售、物
流、外贸等完整的睫毛产业带，生产3000
余种不同样式、品类的睫毛成品。

4 月 20 日，大泽山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陆遥介绍，近年来，大泽山镇始终坚持产业
协同发展，积极完善营商环境，竭诚当好“店
小二”，全面提振睫毛产业发展力度。

“我镇睫毛产业，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较
多，原来都是单打独斗，加上前期受疫情影
响，不少睫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经营
困难，我们通过建立‘大泽山镇睫毛中心’，
整合资源，统筹睫毛企业发展，同时积极与
银行等单位进行对接，通过精准服务助力小
微企业快速融资，最快的当天就能审批放
款。”陆遥说，去年，大泽山镇为9家企业申报
了《平度市支持睫毛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申
请奖励扶持资金上百万元，为睫毛企业纾困
解难，进一步促进了睫毛产业发展。

与此同时，大泽山镇还积极打造“睫毛之
都”品牌名片，2022年以来，大泽山镇以平度大
泽山睫毛行业协会名义积极参与中国《发制品
睫毛》标准制定，组织协会会员企业建言献策，
此标准于今年4月1日正式实施。同时，大泽山
镇组织企业积极参与“山东手造·优选100”及

“山东手造·青岛有礼”活动评选，季家疃村荣获
“青岛手造名村”称号。青岛市也以大泽山镇为
载体，申报2022年度山东省优质睫毛产品创建
基地，打响“中国睫毛第一镇”品牌。

下一步，大泽山镇将进一步发挥“中国
美妆用品（睫毛）产业之都”“国家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核心原产地区域优势，系统培育
产业链条，邀请国有平台公司参与，加大基
础设施配套投入，提升睫毛小镇整体形象，
赋予历史内涵，留住产业文化。

其次是，大泽山镇将依托现有产业基
础，争取上级支持，规划布局集睫毛加工产
业园、配套产业园、物流产业园等为一体的
产业园区。再就是加大外贸公司招引力度，
尽快落地一批睫毛产品进出口企业。

大泽山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陆遥说，大泽
山镇将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创新引领、品牌推
广等举措，进一步优化睫毛产业发展环境，全
面提升大泽山镇睫毛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假睫毛生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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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泽山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陆遥

全面提振
睫毛产业发展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