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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创业的“初心”，是为家人和我的家园做点儿力所能及
的事情。说实话，农村的状况不是很好。

2016年，我和合伙人共同创办了北京欣桐科技有限公司，我
们希望运用网络的力量，打造优质农产品品牌，在农户与消费者
之间搭建起便捷通道。目前，我们已协助北京市平谷区的农户打
造了宝岛果园的“王起来水蜜桃采摘园”品牌。现在我已回到校
园继续完成学业，日常运营交友人打理。

中国有句话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想要改善农民的生
活，肯定不是一人之力能改变的。但哪怕改善的只有一点点，等
我老了的时候，也不会后悔。

创业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失败”的经验。
刚开始，我们想从社区的新发地蔬菜直通车入手，帮助直通

车的车主做网购蔬果的 APP，就跑去做市场调查。我干脆当起志
愿者，穿上满是汗味的蓝色工作服，和直通车的员工一起卖蔬
果，观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每天早上6点半左右，蔬菜车就开进了小区，我和员工一起吆
喝。因为我是新面孔，吆喝又不在行，像是干巴巴念台词的新演
员，顾客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或者不理睬我。我心里特尴
尬，感觉自己是北大的学生呀，被这样看，心里还真是不舒服，
真正体会了如芒在背的感觉。

到了中午，跟大家一起蹲在地上吃盒饭，吃的是特别难吃的
炒面，饭盒粗糙，筷子也糙。虽然我早晨没来得及吃早点，此刻
却实在吃不下。但一想到下午还要继续打工，我就强迫自己吃。
没办法，不吃，你肯定坚持不下去。

但艰辛并不一定能换来胜利，这跟学校里不同。APP试运行
版本连续一周没有销量，我们原先的开发网购蔬果 APP的计划宣
告失败。

创业的过程，其实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要自己掌控方向，
自己调整。不管结果如何，都值得年轻人去闯，去试。

本报记者 韩维正整理

我是“90 后”，却常被村民当
成 30 多岁。整天在田间地头儿跑，
被晒得很黑。家里人给我打电话：
好不容易供你上大学，咋又和我们
一样回来种地了？

这事儿我却不后悔。3年前从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我拉着小伙
伴一起创立了农产品电商平台——

“小满良仓”。当时年轻人豪气壮：
投身农业，帮助西部农民脱贫致
富。当然，创业梦想大，困难也不
小。

在西北一些地区，农产品丰产
却愁销路。为了解农村情况，我们
去新疆、甘肃、宁夏，挑选核桃、
红枣等货源。在陕北、关中的农
村，我们一待就是几个月。

村子偏僻，只能搭车去镇上吃
饭。有时忙完天已黑了，搭不到

车，就吃泡面。天天吃泡面，实在
受不了，便买了电磁炉和铁锅。复
杂的饭菜不会做，就用火锅底料煮
汤下菜。锅放地上，一群人坐着小
板凳，围一圈吃“大餐”。

没 WiFi、没外卖、没空调、没
认可，这是我们总结的“四大难
关”。大学同学毕业后大都在做互联
网，农业电商虽然也离不开互联网，
但和在写字楼里敲代码的他们比，差
别可不小。我们男生还好些，团队里
的女生压力更大：父母都不忍心自己

的掌上明珠成了地里的“泥鳅”。
项目推广初期，为融入老乡，

我们发挥理工科优势，帮村民修电
器、调路由器、和外地打工子女视
频连线，慢慢和老乡熟络起来，成
了他们口中“有文化的大学生”。但
很多村民不相信：怎么都卖不出去
的苹果，通过手机就能卖出去了？

以前客商来村里收苹果，一斤
最高 2 元。后来通过网络，50 元 10
斤，刨除邮费包材，一斤能卖 4 元。
苹果畅销了，更多农户开始试水电

商。老乡也很热心，教我们农业技
能：怎么挑选红枣，什么样的苹果
好吃，猕猴桃怎么存放……互助互
学，感觉真不错。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今，我
们的电商平台主打小米、核桃、猕猴
桃等农特产品，去年的销售额达800
多万元。我们还开始培训陕北农村的
电商人才，希望通过互联网，让农村
的土地和农民的汗水更有价值。

农村的夜晚很安静，可以看到
银河，可以静心思考。创业路上，
我们也曾困惑迷茫。一路走来才发
现，很多农业细节问题，只有深入
农村走进基层，才能看到、体会
到、思考到。对于刚出象牙塔的我
们，最该做的也许就是，双脚坚实
地踏在土地上。

本报记者 高 炳整理

我干的职业被俗称为理发匠、
剃头匠，七十二行当之一。我这个
店，要说是创业，显然没有那些大
学生搞 IT 等创业的高大上，但我并
不自卑，因为到什么时候社会都需
要这个行当。为了便于和顾客沟
通，我就使用阿宝这个通俗易懂的
名字。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日照市农
村，但我干美发这个职业已经十多
年了。初中毕业后，我不愿在农村
生活，十八九岁就投奔在辽宁大连
干美发的姐姐。在专业学校学了一
年，我就到姐姐开的美发店从小工
做起。2013 年，我正式接手姐姐的
美发店，成为明成造型的老板。

今年8月，我在大连西部主干道
红菱路道边租了一套带地下室的近
200 平方米的房子，地上 60 多平方
米干美发，地下可以做食堂和住
宿，每年的租金 20 万元。这对于一
个美发店来说，奢华了些，但是现

在人们出来美发剪头，也讲究个环
境，地方太憋屈，自然没人愿意进
去。这个新店对面是大连经贸职业
高中，背后是一个非常大的社区。
20 万元的租金虽贵点，但照往常的
收益看，我自己一年怎么也可以净
剩10万元左右。

现在创业的环境确实好多了，
我的店证照齐全，早些年国家免收
工商管理费，现在税收也免了。社
会治安也好，从没有人来挑衅滋
事。

为适应时尚潮流，我经常出去
学习培训，半年或几个月就一次。
社会上有专门的培训团队，培训的
都是美发业最新流行趋势。另外，
一年中每逢学雷锋日或重阳节，我
就到社区组织几次义务活动。现
在，我除了要巩固现有的客源，还
琢磨着开发些与美发相关的延伸服
务，比如养生保健美容等。

鲍文锋整理

我是名“90后”，大学在南昌理
工学院就读机械设计制造专业。回
忆起创业一年多来的经历，有太多
美好回忆，也有太多酸甜苦辣。

大一时，我加入了学校的航天
爱好者社团，从此与无人机结 缘 ，
还 曾 经 到 省 级 卫 视 当 无 人 机 飞
手。

当无人机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
野时，对它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
多人认为无人机仅仅是“飞行器”，
充 其 量 是 一 种 玩 具 。 2015 年 大 三
时，正值无人机市场爆发期，考虑
到所学专业与无人机行业有相通之
处，就有了成立工作室的想法。

后来通过航拍业务有了更多收
入 ， 觉 得 这 个 行 业 有 发 展 空 间 。
我便联合有同样志趣的朋友，2016

年 1 月 22 日在江西北大科技园成立
了“翼云汇疆”，那时公司仅有 3 个
人。

创业之初，甜字当头，有些飘
飘然，觉得开公司很“高大上”，甚
至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随着创业不
断深入，越发觉得自己只是大海中
的一叶小舟，不断摔跤，甜之外的
酸辣苦接踵而来。

公司成立之初的3个月，由于筹
建、推广等费用开销大，一度亏损

60 多万元。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新
的考验，越深入不同领域越觉得知
识储备匮乏。去年 10 月的一次无人
机招投标活动，自己准备的简略标
书，让公司错失 10 万元的订单。回
来后我恶补相关知识，在后续的招
投标中变得得心应手，但直到去年
底，公司才收支平衡。

从卖飞机及无人机操作培训，
到地理信息领域三维实景建模，再
到公司独立进行研发……渐入佳境

的创业过程，吸引更多伙伴加入。
现在公司已有 20 多名员工，学历覆
盖博士、硕士和本科生。

现在我们正为九江市彭泽县桃
红岭梅花鹿自然保护区开发无人
机 巡 护 项 目 ，正 处 于 软 件 验 收 阶
段。目前，将无人机应用在特定领
域的公司并不多，我们独立研发
的成果将助力公司在竞争中站稳
脚跟，通过跨界融合开辟出新天
地。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没有做
不到，只有想不到。创业公司的名
气毕竟有限，我们将借力赣江新区
的“双创”优惠政策支持，努力深
入到无人机行业上下游，力争打造
全产业链服务平台。

魏本貌、修杰淼整理

我 28岁，去年跟朋友合伙创立
了一家农业勘测信息公司。我是学
程序设计的，4 年前走出校门时，
本以为会像师兄师姐那样顺理成章
地去当“码农”（程序设计员），谁
知在创新创业大潮的裹挟下，却成
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创客”。

“码农”的生活是天天趴在电脑
前写代码、编程序，而“创客”生
活则完全是另外一番天地：技术研
发，开发产品，组建公司，寻求客
户，谋求发展，一系列全新动作。

我的命运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
十度大转弯。

这种转变，缘起这个伟大的时
代。2014 年，中国政府提出“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号召，随即，这
股“双创”热潮席卷神州大地。第
二年，成都打造了孵化创新创业的
平台——“菁蓉汇”，并连续举办具
有国际视野的全球创新创业交易
会，集聚全世界的创新要素。

这种转变，让我赶上一个最好
的机遇。创业时逢四川全面启动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我和朋友合伙研发的信息系统
被用于支撑农村土地确权试点。在
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里存在巨
大需求，不仅可用于试点，也可能
会在全省甚至全国铺开，由此注册
了公司，把这个当做一个事业来做。

这种转变，还扎根在一片肥沃
的土壤。成都自古就有敢为天下先
的基因和文化。社会对新生事物的
包容，政府对创新创业的扶持，都
是有目共睹和切身感受的。现在，
我们公司已小有规模，为本地提供
了数百个工作机会，每年创造数百
万元税费。

创业成功，让我找到了存在
感，自身脉搏像在和政府脉搏一起
跳动着。用句时髦的话说，我这是
大时代中的小确幸。

本报记者 王明峰整理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并鼓励
“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
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创业立
身，在艰苦磨砺中不断成长。

我创业我创业 我骄傲我骄傲

▲ 张 旺 陕西西安 “小满良仓”创始人

扎到田头开电商

跨界融合“无人机”
▲ 翟文灏 江西南昌 翼云汇疆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翟文灏 江西南昌 翼云汇疆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码农”变身“创客”
▲ 宋银成 四川成都 某农业勘测信息公司副总经理▲ 宋银成 四川成都 某农业勘测信息公司副总经理

“头顶”做大“文章”
▲ 阿 宝（本名杜世铖） 辽宁大连 明成造型老板

失败了从头再来
▲ 王云超 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研究生

在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新闸街道，有一家特殊的花店。花店有
17名员工，不仅人数众多，而且都是第38集团军某部的退伍战士。

25岁的毛云清是这家店的店主，也是17名战士中的队长。两
年前，毛云清从部队退伍回家，之前学习园林专业的他回到江苏
常州后，便在老家创业开起了花店。

在部队，毛云清当过班长，有着很强的个人凝聚力，两年多
的部队生活让他结识了一群感情深厚的战友。听说毛云清退伍后
要回家开花店，不少战友都投奔他而来。两年间，这家花店的成
员从最初的几名战友发展到现在的17名。这些“花仙子”来自五
湖四海，其中年龄最大的28岁，最小的21岁。

17 名战士虽然离开了部队，但他们过着与部队无异的生活。
花店24小时营业，8个员工一班，轮流值班。在毛云清看来，只有
军事化的管理才能打造出众的队伍，工作效率才会提高。

毛云清的花最远卖到了千里之外。据他介绍，年初有位顾客
通过微信向他预订鲜花，当初他也没多想就答应了，后来才得知
顾客在湖北武汉。为了不失信，他贴钱买了张去武汉的动车票把
鲜花按时送到了顾客手中。诚信的经营让毛云清赢得了好口碑，
年初，上海的顾客慕名专程向他预订鲜花，他的战友同样坐着高
铁把鲜花送到了上海。

毛云清坦言，战友的平均年收入目前还不高，他想把经营规
模扩大，把生意做大，让战友生活好起来。

退伍兵成“花仙子”
▲ 陈 暐 文/图

图为白班员工们在忙碌着修剪鲜花。

为期4天的首届全国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博览会，日前
在江苏苏州国际博览中心落幕。博览会集中展示“互联网+”
现代农业和新农民创业创新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成
果，设置农业物联网展览区、农业电子商务展览区等专业展
区。图为观众在参观。 王建康摄 （人民视觉）

新农民创业创新博览会落幕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院
大三学生唐雯（图左）和同
学代雅兮（图中）、徐雯雯，
利用金针菇粉、高粱粉、面
粉等原材料，近日研制出可
食 用 的 一 次 性 筷 子 和 勺
子。这种环保健康餐具保
质期6个月左右，就餐后可
当饼干一样吃掉，不仅营
养美味，还可帮助消化。
这项发明在第四届国际大
学生农业创新创业大赛总
决赛中获得第二名。

秦廷富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