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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我们创业，能帮更多人就业”
青年创业大赛18位选手都怀有公益之心
本报记者 邢振宇 本报实习生 周琳琳

卖豆浆15个月
变成百万富翁

一部《乡村爱情》让王大拿家喻户
晓，而在鸢都潍坊有一个“姚大拿”也小
有名气。1987年出生的姚娜从摆摊卖豆
浆起步，经过钻研发明了40多种特色豆
浆。15个月的时间里，她成功发展了近
百家连锁加盟店，收入近百万元。姚娜就
是“‘姚大拿’五谷营养豆浆快餐连锁店”
的老板。

姚娜说，2008年从潍坊卫生学校毕
业后，苦于生活压力的她尝试了按摩师、
推销员等各种工作，都感觉不合适。“我
创业开始于2010年9月1日，干的就是摆
地摊卖豆浆。”姚娜有一次来济南探亲第
一次接触到五谷豆浆，感觉口感很好的

她主动学习了豆浆研磨技术。回潍坊后，
她与男朋友借钱在街道上摆摊卖起了五
谷豆浆。

一张桌子、几个暖壶、几个杯子、几
斤五谷杂粮，就是他们创业初期的所有
资产。“我吃过苦，知道创业的艰辛，所以
要尽我所能帮助所有的加盟商。”接触过
姚娜的人都会觉得她一点不像老板，朴
实而真诚。

“不论做人还是做事，我都讲究‘诚
信’二字。”她坚持选用优质五谷原料、做
无添加剂的产品。通过过硬的质量在赢得
人心的同时，赢得了市场。“姚大拿”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在潍坊市各县市区。

十几年教师
“下海”卖粉皮

“我来自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我愿意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为农民服
务！”“80后”大学生孙钦仁谈到自己的
创业动机时说。

由于最初没有启动资金，孙钦仁的创
业项目被迫搁置了一年。孙钦仁和几个同
学商量好，毕业后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一年后再重逢，把第一年的工资全拿出来
作为原始资本。“直到今年6月，我们筹集
了大约3万多元，项目才得以真正运作。”
孙钦仁说，公司主要通过“农村信息墙”传
递招聘等信息，为农民维权学法用法提供
帮助，运营6个月净赚2万多元。

给农民介绍工作，就得保障农民权
益，孙钦仁就曾为 41位农民工讨过工
资。“当地有一家企业拖欠了41位农民
工两个多月的工资，后来农民工跑到信
息站求助。”孙钦仁感到了压力，他们带
着农民工一起到这家企业交涉，最后企
业负责人把工资结清了。

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孙钦仁充满
信心，他计划在全县933个村全部建立
三农信息墙，具体内容涉及招工招聘信
息、广告优惠信息、农产品收购信息、厂
家直销及团购信息等，让农民最大程度
上得到实惠。

“邮储银行杯”省青年创业大赛总决赛再有两天即将

开战，18位晋级选手都在紧张有序地筹备着。26日，记者采

访发现，选手们并不是单纯地从盈利方面考虑创业，很多

人都怀有一颗公益之心。自己当老板的同时，还会招收下

岗职工、失地农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当员工，实现创业带

动就业。

参赛项目：姚大拿五谷营养豆浆快餐连锁
组别：创业组
解决就业人数：200余人

孔峰原是济宁市泗水县杨柳中学
一名教师，为人淳朴，做事执着。当了
十多年教师的孔峰看准商机果断“下
海”，筹集50万元建立了山东泗水杨柳
粉皮厂。

几年前孔峰的粉皮厂还是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民营小厂，而如今已经发展成
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规模企业。目前，该
公司年综合生产能力达3万吨，2010年
销售收入4900余万元，利税890万元，在
全省同行业综合排名中跃居第二位。拥
有11项工艺和技术专利，被认定为省级
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

对于“下海”从商，孔峰有自己的看
法。“甘薯深加工产业意义重大，自己富
裕是小事，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就业岗位
千余个，还带动运输、包装及其他相关产
业增加产值2亿元，这是很有意义的。”

孔峰的泗水水晶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采取的是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计件+保
底+质量”让当地农民既不耽误农活，还
能实现收入的保值增值。孔峰大力实施
村企互动战略，组织有关农户建立了泗
水县水晶地瓜种植专业合作社，探索和
打造农企联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新
模式。

参赛项目：甘薯深度加工产业
组别：创富组
解决就业人数：千余人

不光提供信息
还帮农民工讨薪

参赛项目：誓诺三农信息站
组别：创意组
解决就业人数：159人

本报滨州12月26日讯(记
者 张雪丽) 20日，滨州学
院一个名为“小‘诚’故事”的
无人售货站开业。开业6天，负
责经营无人售货站的滨州学
院学生会外联部部长杨芳算
了一笔“诚信账”：实收金额占
到应收金额的97 .11%。

摆在教学楼

客流量有保障
12月26日，记者在滨州学

院2号教学楼门厅处看到了“小
‘诚’故事”无人售货站。三层储
物柜上，整整齐齐排列着一些
中性笔、铅笔、橡皮等文具，明
码标价。在储物柜的第三层，放
着一个自主投钱的盒子，盒盖
上大大的“诚”字很醒目，里面
放着一些纸币和硬币。无人售
货站一侧写着“聆听线路”，其
实就是一则简短说明：此柜无

人看管，靠大家诚信经营。在另
一侧写着“身不正，不足以服，
言不诚，不足以动”。

2号教学楼的门卫王师傅
告诉记者，该教学楼有很多考
研教室，再加上平时上课的学
生，人流量每天能达到两三
千。“我在这里看了好几天，学
生们都很自觉，拿了东西就把
钱放下。”

无人售货站

更像救急站
初等教育学院的大四女

生王遵悦告诉记者，由于不经
常在该教学楼上课，她还没有
在无人售货站买过东西。“东
西就这样放在这里，不怕被人
偷啊？”她表示担心。杨芳告诉
记者，她对无人售货站充满信
心，“事实证明，绝大部分同学
还是很自觉的。”

记者在12月23日的记录
表上看到，应收款额为117 . 7
元，实际收入为108 . 9元，差
了8 . 8元，但在24日的记录表
上却多出了3元钱。“有些同
学今天可能因为没有带钱等
原因，先拿着用了。明天带了
零钱，就再放回来。”杨芳解
释说。

无人售货站所卖物品都
比较便宜，几乎是平价销售。
票夹0 . 2元一个、便利贴1 . 2
元、小刀0 . 3元……很多同学
把售货站当作救急的地方。一
名计算机系的大三男生表示，
应急的时候才会在这里买，平
时还是去超市，“这里的商品
种类比较少。”针对这种情况，
杨芳说，会逐步增加售货站的
货品种类，采取文理楼售卖不
同文具的方法，文科楼笔记本
多一些，理科楼尺子等学习用
品会多一些。

滨州学院团委为无人售
货站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侯
庆军老师表示，设立无人售
货站主要是为了提高大学生
的诚信意识，“前段时间出现

了很多诚信危机事件，有的
人说一些大学生诚信缺失。
我们设立无人售货站，就是
为了让大学生有提升诚信品
质的载体。”经过一段时间的

试运行，侯庆军老师认为，整
体效果不错。“我们在过年之
后会对学生们的意见进行调
研，尽最大的努力让无人售
货站运行下去。”

格老师点评：可提高诚信意识

一大学无人售货站
诚信度达97 . 11%
绝大多数同学买用品会自觉交款

滨州学院学生会外联部的王苏楠正在整理无人售货站里的货物。 本报记者 张雪丽 摄

◎参赛选手：姚娜

◎参赛选手：孔峰

◎参赛选手：孙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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