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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距离浙江省温州市瑞安

解封已经过去 26 天了，姜先生的硫化鞋

工厂才开始走向复工。

2月中下旬，瑞安解除隔离14天之后，

姜先生和众多温州企业老板一样，张罗

着企业的复工问题。然而想达到复工的

标准并不容易。3 月 16 日，姜先生向《企

业观察报》记者讲述了这一过程。

接员工是大事

我们的工人全部都是外地的。一条

流水线就有 170 位工人。

一旦开工，我们首先要提前准备好

防疫物资，还有每一位工人的复工证明。

复工证明上不仅需要本公司盖章，还需

要公司所在地盖章，工人拿着出工证明

请求村委会放人。而村委会需要提供相

关员工的健康证明。

但是有些村里面是有名额限制的，

例如我们有一位工人，他所在的村庄要

求每天只能放行两个人。相对来说，那

些没有确诊病例的村庄比较宽松，只要

给开复工证明就可以放行。

我们公司的大部分工人来自江西九

江。公司联系好工人后，向瑞安市政府

提交具体接站点以及需要接站的人数，

政府会包车去接回工人。工人只要想办

法在规定的时间到达接站点就可以了。

那会儿已经推出健康码，除了湖北

的员工，其他人持有绿色健康码就可以

直接上岗，不需要另外隔离。但要在工

厂所在的村委会报备，说明你现居哪里、

是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上班、谁能给你

提供保证书等等。

没员工没材料  浙江鞋企被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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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这些工人都是

长期雇用的，大部分都在工厂附近租好

房子了，所以那些没地方住的工人是无

法来复工的。也有其他工厂提供员工宿

舍，但我们没有。

3 月 1 日必须开工

我们这周（3 月 16 日）才算是复工，

但 3 月 1 日工厂就已经开了，因为不复

工也不行，政府要求我们必须复工，税

务局每天都会打电话催我们开工。其实，

我们也想早点开工，因为订单还是有的，

虽然都是去年的，但工人到不了位，机

器开了也是浪费。

所以，从 3 月 1 日到 3 月 7 日，工厂

就是被复工的状态，厂里基本没人。3 月

1 日之前已经通知工人回厂复工，但工人

还要走程序，无法马上就位，所以生产

线也只能做一天停一天，有时候一天只

能生产半条线。但每个复工工厂都有一

个能耗最低标准，要求必须达到规定的

指标，因此工厂只好把所有的电灯，以

及耗电设备打开，每天让电表数据达到

最低标准，就可以下班了。

3 月 8 日到 3 月 10 日，生产线的工

人们才陆续来报道了。

3 月 11 日到 15 日算是一个缓冲期，

工人们也需要调整状态。（3 月 16 日）

这一周才算恢复正常。

我现在管理着一个大厂和两个小厂，

现在大厂的工人已经回来得差不多了。

另外两个小厂，一个是材料厂，一个外

贸公司。政府并不希望小厂复工，万一

有确诊病例，整个厂就要停顿隔离 14 天，

除了隔离费用需要工厂承担以外，老板

可能还得背上刑事责任。 但是我还是选

择了复工，因为在准备硫化厂复工阶段，

我们防疫物资准备得比较充分。

在疫情前期，物资比较紧张，口罩

是需要订购的，而且根本订不到，甚至

还需要高价去买。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跟

生产口罩的工厂订购了一批，大约是两

三万只。这些口罩需要保证每个工人每

天都能分到，大概能用半个月。然后我

们准备再去订购一批，现在也不像最初

那么难买了。

消毒水比较好买，价格也不贵。我

们需要的消毒水都是大桶装的，分装后

就喷洒。目前，加上消毒水等各种防疫

物资，林林总总花费了大概七八万元。

过季了，鞋能卖谁

虽然已经复工，但是外销订单还是

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对于鞋类生产来说，季节性很强，

款式的变化也很快，一般来说一个外销

订单的周期在 30-45 天。比如，今年春

季鞋款客户在去年年底就下了订单，工

厂年前提前备料，有些订单已经开始投

入生产。而按照现在的时间进度应该要

生产夏季的鞋款了。

按照原计划，我们负责外销的外贸

公司 1000 万双来自欧洲的订单，应该在

2 月份复工完成，但由于我们复工时间太

迟了，造成货期和产量都违约了。因为

没有按照合同完成产量，客户已经取消

了订单，那些做了一半的单子只能由我

们自己承担损失。

如果 3 月底以前能完成产量还能拯救

订单，但是因为年前压了很多订单也不可

能一两天就能生产完，所以有些单子必须

取消，有些客户的单子也确实赶不出来。

口述：袁先生（浙江一知名纺织企

业老板）

终于，我的工厂可以复工了。

我一直在等政策，希望能早点复工，

我手上有一大批订单还没有完成，眼看

交货日期就要到了。等定好了复工的日

子，我才知道，想要复工没那么容易！

我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

却在半路拐弯了，你说我急不急？

关心疫情，我捐了 6 万只口罩

我们工厂是生产面料的，业务有外

销，也有内销。外销，主要给国际上一

些大众服装品牌提供面料。

春节前，新型肺炎在浙江还没那么

严重，原计划我们工厂在 2 月 10 日复工。

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2 月 10 日复工根

本不可能，而且政策也不允许。

工厂复不了工，我就想着能不能帮

政府一点忙，如果大家都出点力，齐心

协力让这场危机早点过去，对大家都有

好处。

我把准备年后开工用的几万只口罩

全部捐了出去，捐给了公安、环卫，还

有医院。这些人在抗疫一线，在最有风

险的地方。我托朋友在国外帮我采购了

1000 多套防护服 5000 只口罩，还有一些

普通的医用口罩。

我先后送出去的口罩大约有 6 万只。

那几天，我每天为给抗疫一线的人

采购、运送抗疫物资忙进忙出。物资从

国外运来了，我得去海关提货，然后再

分批送到需要的单位手里。

白天清早出门，晚上 9 点多才能到

家，可能是白天太忙了，工厂的事很少

想起来，到了晚上，坐下来，就会想起

等费用，七七八八加起来至少 100 万元。

还不包括隔离期间每个员工的住宿费、

伙食费。

政府补贴每个员工几十元，你在宾馆

里订一间房，最少也得 100 元，这样的话，

住宿费又是一大笔。

还有员工的防疫物资，口罩、防护服，

每天这种费用也不得了。口罩每个员工

每天换一个，我们每天就得换 600 个。

以前 2 毛钱一只的口罩，现在变成 5 元了，

一个月就要花十几万元，你还不一定能

买到。

员工隔离后，就得上班，上班了就得

发正常工资。正常时期，我们厂里平时

一个月工资有 200 到 300 万元。

可是问题又来了，你复工了，你的产

业链上的配套企业有没有复工？如果整

个大行情产业链都不通的话，一路上设

关卡，运输都成问题。

这就意味着，你的布可能会积压，上

下游不通，你都积压起来了，成本又高，

怎么办？这些都是风险，都得考虑进去。

我们等不下去了                                   
可是很多员工回不来

可是不复工也不行啊，600 个员工的

基本工资、社保，还有银行利息都要付。

停工一天，成本很高的。

而且有些单子你这里接不了，它就

飞到周边国家了，比如说土耳其、越南。

等以后恢复正常了，人家闺女都已经嫁

了。我们必须得复工。不管怎么样，我

们都等不下去了。

我们打算 2 月 18 日以后，逐步地让

工厂运转起来。可是真正实施的时候，

问题来了。

按照计划，我们先统计各地员工的

人数，人数多的，我们派大巴车去接，

人数少的，让他们自己包车过来，厂里

报销 80% 的车费。乘坐公司大巴的，

上车前要量好体温，进厂隔离前再量次

体温，然后在厂里的寝室，或者我们包

的宾馆房间里隔离。14 天后，再让他

们上岗。

各方面，我们厂里都要管起来，包

括食堂。现在原则上全部快餐，由我们

食堂来做，做好将快餐送到车间，大家

分开吃。口罩、消毒水都由厂里提供。

无论多难买，有多贵，都由厂里提供。

我们工厂也要实行小区式的封闭式管理，

每个员工两天可以申请出去一次，出去

要填表格，回来要量体温。

无论从物资方面，还是安全方面，我

们都尽可能地考虑周全了。

复工的决定下了后，行政人员开始联

系各地的员工，给他们发复工证明，并

说了我们接他们的安排。

2 月 14 日下午，安徽阜阳的一个挡

车工打电话来，说村里不给开通行证，

他出不了村。他们村现在封闭管理。这

个挡车工电话里都快哭了，他想出来挣

钱，可是村里不同意。在这之后，我们

接连接到很多外省员工的电话，他们都

说村子封了，出不来，村里不发通行证

不放行。

政府为企业有序复工已经做了方方

面面的保障，现在又有健康码，省事方

便很多。

可是我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

风却在半路拐弯了，你说我急不急？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我估计到三月底

能够恢复正常已经非常好了。

疫情越早过去，损失也就越少

这种情况肯定不光我们厂会遇到，很

多企业也会遇到。谁不想早点复工，可

是复工会带来一系列反应，这个不考虑

清楚，说不定复工造成的损失比停工带

来的还要巨大。

现在看起来受冲击大的是宾馆酒店

这些三产，但是接下来我们做服装实体

的也会受冲击。老百姓赚不了钱了，购

买力就不强了，我们的订单就会少。这

些都是连锁反应，所有行业都一样。

从现在来看，春装肯定会受影响，

包括夏季也好不到哪里去。今年上半年，

甚至是今年一年都会受到影响。

我干这行 30 年了，大大小小挫折也

都碰到过，但我记忆中从没有感到怕，

总会想出办法解决的。从我做生意到现

在，觉得比这次严重的是没有了，没有

比这次更难的了。现在除了无奈，还是

无奈。想急也急不起来。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盼着疫情早点过去。

17 年前的非典，那时候感觉还没有

这么严重。那次大暴发是过了年（春节）

以后。过了年以后，员工各方面都稳定了，

就没有这么多的事情。现在呢，中间隔

了个春节，员工都回去了，经过春节这

个大流通一搞，风险自然就变大了。

国家也提倡有条件的企业依序复工。

我们一方面要考虑自身条件，另一方面

也要配合政府的安排，不然，整个经济

滑坡了，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现在这个现状，我就是希望大家能

齐心协力早点战胜疫情，疫情越早过去，

我们的损失也就会越少。

（来源：态度财经见闻）

那些材料的费用只能我自己承担。

现在欧洲的订单全都停了，加上现在

的疫情又蔓延至欧洲，短期内外贸也不会

有订单了。

内销受到的影响也不小。往年年初是

最忙的。去年硫化厂一年的产量就是 600

万双，1 天就能生产 1.8 万双。内销的订单

都已经“炸了“，根本忙不过来。今年的

生意难做了，目前才接了几十万双的订单。

因为市场冲击，很多规模不适合的工

厂还没复工。硫化鞋的主要生产材料——

橡胶也因为鞋厂停工无处销售，而不得

不降价处理。原来每吨一万多元的橡胶原

料，现在只要七千多。但是作为硫化鞋厂，

由于工人成本上升，所以生产硫化鞋的成

本并没有减少。

我有一个经营电商的客户现在的状态

也很不乐观。销量从以前每天一百多万双

变成现在一天最多 3000 多双。

像匡威、回力这样的帆布鞋都算是硫

化鞋。现在淘宝上在售卖的很多帆布鞋都

是我们生产的，鞋码从 35 到 40。我们的

受众基本涵盖了所有学生群体，包括大学

生。但是学校要是不开学，我们的销量就

上不去。因为学生不出门了，家长也不需

要给孩子买新鞋子。

小企业宁愿推迟复工

相比姜先生的处境，彭先生的注塑鞋

厂规模要小很多。一条流水线大概需要

20-30 位工人，他把以往的长期工人全都

换成了本地的临时工。

彭先生说，我们生产的是低端鞋款，

成本大概在 20-30 元。去年生产了 60 多

万双鞋子，销售额在 3000 万元。去年春

季投产 20 万双，今年春季投产大概只有

5 万双。

虽然现在商场可以营业，但人流太

少了，门市已经门可罗雀，因此消费基

本上都转线上了。

林先生的鞋厂比姜先生、彭先生的

鞋厂规模更小一点。3 月 11 日林先生的

鞋厂开启了半复工状态。他说，现在完

全复工需要政府的手续，口罩、消毒液、

体温枪都要准备充足，很多小工厂觉得

太麻烦了，所以宁愿推迟复工。目前能

做的就是放慢工厂生产速度，等市场整

体先稳定下来，等工人到齐。

林先生说，因为材料市场开工的还

不多，也造成了生产受阻的现象。毕竟

生产线是环环相扣的，而现在主要缺皮

革和饰品。比如平时需要皮革要 1000 米，

现在只有一半，价格也从 25 元 / 米涨到

26-27 元 / 米。

彭先生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根本不

敢投入生产。春季鞋款还没生产就已经

烂在手里了，季节性的鞋款至少要提前

三个月投入生产。今年夏季款我应该投

多少钱去生产心里没底，如果疫情反复，

我根本耗不起。

庆幸的是我手上还有一些外贸单，

原本我们做着全世界的生意，现在只剩

下南非的订单。

但是我只用临时工。长期工需要签

合同，需要开最低工资，现在我不敢招。

现在就是现金日结，如果遇到突发状况，

就会马上关厂。以前我会准备一条流水

线的长期工为年后开工备用，但现在我

只能这么做。

现在乐观的复工场面属于大企业，

像我们这种小厂怎么能算复工呢？干一

天歇一天，也不敢大干。  

工厂的一大堆事，没完成的订单怎么办？

疫情什么时候能过去？工厂什么时候才

能开工？

除了关心疫情，我最关注的还是企业

什么时候能复工。

复工，没那么容易

2 月 11 日，杭州发布了第一批有序复

工企业名单，我们没在名单里，但我开

始着手准备第二批复工，并作了申报。

等定好了复工的日子，我才知道，想

要复工没那么容易！我们的生产是流水

线，少了一个工种，是做不了的，必须

所有工种都到了，才可以做。我们工厂

有 600 名员工，外地人占三分之二。要

想复工就得让外地员工回来。

政府规定，如果复工，员工有一个确

诊的话，要算工伤，全厂停工隔离 14 天。

工厂要赔钱给这个确诊的人，还要付医

药费。想想头都痛。

每个员工来杭州首先要隔离 14 天，

复工了，有一个被感染确诊了，全部员

工再隔离 14 天。这一来二去的费用不得

了。

再说隔离。隔离要在集体寝室里，每

人一间房，吃饭都是盒饭，送到每个人

的寝室门口，有的企业没有寝室，就得

去宾馆包房。还好我有300多间员工宿舍，

可以解决一部分。以前我们是两个人一

间房，隔离期间就得一人一间。

我们这边，政府有补贴，作为企业，

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但是这个补贴离我

们要实付的相差太多了。

工人到工厂后隔离，只发基本工资，

我们工厂 600 人每个人 1000 多块钱，一

个月也要六七十万元，这还不包括社保

一位浙江老板告诉你，复工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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