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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人物

贾雪茹导游员资格
证 书 ( 号 ：
DZG2012SD13032，身份证
号：372901199410182049，
菏泽旅行社有限公司)丢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友情提示：本广告审查仅属于广告
法要求范围内审查，应征者应该谨慎选
择，发生经济往来和其它纠纷，本报不
承担相关责任。

征征 婚婚
【本人征婚】男50

岁，丧偶退伍军人，经商
事业有成，爱妻早逝，我
始终未再婚，现诚寻一
位热爱家庭生活的女士
牵手一生，可带老人小
孩 ， 本 人 亲 谈
13751020772

杨杨俊俊青青和和他他的的影影楼楼
名校法律系毕业，他却选择了自主创业，在尝试了装修、茶社两个创业项目后，一次拍婚纱照的经历让他踏入了婚纱摄摄影这个圈子。开

业三年，从第一年的巨额亏损到第三年的扬眉吐气，他终于创业成功。他，就是32岁的菏泽青年杨俊青。目前，他已是三家连锁婚纱摄影店
的老板。

11日下午三点，记者在位
于中华路的施华洛婚纱电影
光效片场见到了杨俊青，他刚
从一岁女儿的生日宴上赶来，
与去年记者第一次见他时，不
同的是，他已是从两家店变成
了三家店的老板。

2003年从中国政法大学
毕业的杨俊青，却没有从事跟
法律相关的行业，而是筹划着
自己创业。“受父亲做生意的
影响，我也一直想自己创业。”

杨俊青说，毕业后他先在北京
尝试做装修公司，但因投资成
本太高，竞争压力大，最终还
是选择了回到家乡创业。

“那时候我大概有100万
投资金，如果在北京创业，只
房租一项就要用掉大半。”回
到菏泽的杨俊青，选择茶社作
为第二次创业项目。

四年开茶社的经历，虽然
没让杨俊青挣到大钱，但却让
他学到了很多经验。

毕业即创业，北漂选择回家发展

“2010年我结婚了，在拍
婚纱照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
个商机。”打定主意要进军婚
纱摄影业的杨俊青，开始四处
考察，研究市场。

“要做就专心做好。”在考
察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
婚纱摄影市场后，杨俊青决定
打破菏泽婚纱摄影的传统模
式，打造一个迎合“90后”品位
的电影光效摄影店。就这样，
他关掉了茶社，一心扑在摄影
店的规划上。2010年10月，他
的位于新天地公园的第一家
店终于开业了。

杨俊青是个时尚的人，他
知道现时的年轻人需要什么。

“市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他
们要求品质，要求精品，我们
就走高端精品路线。”杨俊青

说，但开业第一年，投资巨大
的摄影店并没有迎来预想的
效果，反而亏损三十余万元。

“知名度不高，位置也比
较偏，三四天才接一个客户。”
杨俊青后来分析，当初选址时
主要考虑了外景拍摄，却忽略
了客源的问题。当时，还面临
技术人员流失问题，因生意不
景气，外地聘请的技术人员因
工资待遇低而要求辞职。

“做生意很难，但不能就
这样放弃。”杨俊青想办法开
辟客源，随在俗称婚纱摄影
一条街的青年路上开了家门
店。老顾客口耳相传，摄影店
积极做宣传，第二年的上半
年，施华洛婚纱摄影的财务
报表上终于红黑持平，开始
盈利。

本报记者 陈晨

拍婚纱照看到商机，进军摄影业

2012年，杨俊青投资几百
万打造了6000余平方米的实景
拍摄地，风格不同的100多个实
景吸引了众多高要求的顾客。
而杨俊青并没有满足于在国内
拍外景，他正在筹备着去法国、
瑞士拍摄外景，为客户打造更
加浪漫的婚纱照。

“对比了好几家才选择了
施华洛。”正准备下一套拍摄的
一对新人告诉记者，拍摄过程
中有服务卡，每一项都可以勾

选是否满意，拍完一套就能及
时看照片，“虽然价格有点贵，
但拍出来的效果确实让人满
意。”准新娘周维说。

“慢工出细活。”采访中杨
俊青说了多次，一对一拍摄、每
套拍照后即时查看，这些看似
费时的服务为杨俊青赢得了品
质和忠实客户。

片场店店长丫丫是杨俊青
的第一批员工，“像我一样在这
里工作三年的员工不少，青哥

对员工管理很人性化，我们愿
意跟着他一起打拼。”丫丫口中
的青哥就是杨俊青，在员工眼
里，他不只是严厉的老板，还是
一个可以相互玩闹的大哥。

如今，3 2岁的杨俊青不
仅已是三家连锁店的老板，他
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一岁女
儿的爸爸。“我想把最好的都
给她，为了女儿我也要更加努
力。”提起女儿，杨俊青笑起
来。

坚持打造精品，三年开了三家店

““笔笔杆杆子子””庞庞德德强强
失去右臂的他不仅字好，还是社区热心人

“老年活动中心的话筒，你帮忙找找
吧。”、“咱社区纪录片的光碟，你看一看怎
么发。”……菏泽开发区丹阳办事处庞楼社
区的居民，有事都好找庞德强咨询帮忙。如
同庞德强的为人受社区居民欢迎一样，他
练得一手好字更让人称赞。意外失去右臂
之后，生活上甚至都无法顺手的他，却用左
手练出了一手好字，庞德强用这句话为自
己总结：“要干的事，就一定做好。”

文/片 本报记者 周千清

“就是他用左手写得一手好字，从
这个路口拐过去就能看到他家了。”一
位居民热心地给记者指路。10日，记者
很快找到了庞德强的家

早上八点钟，社区工作人员就来
到庞德强家，把记录庞楼社区发展变
迁及历史文化的碟片交庞德强整理。

“我平时还帮忙看管社区老年人
活动中心。”庞德强说。失去右臂的生
活乐观而积极。

“字如其人，都好！我们社区的宣传
标语，都是他写。”庞楼社区办事员庞层
红说，庞德强不仅人品好，还是社区的

“笔杆子”。

“字如其人，字好人也好”

1996年，27岁的庞德强帮人安装
窗户，却发生意外。他的右臂大动脉被
割破，由于右小臂供血不足坏死，只能
截肢。

起初，截肢带来的不便以及生活
环境的变化，让庞德强焦躁不安，但是
他没有自暴自弃。

2000年的一天，庞德强和社区几
位老年人聊天，老年人一句有心无心
的话，让他记在了心里。“每十年我们
写家谱，老人们说我可以练字，正好四
年后可以写家谱。”

庞德强遂下决心练字，但是左手

练字谈何容易？“起初就是‘推’字，而
且看不到比划，之后我描了一年，临了
一年。”庞德强说，支撑他的是自己的
信念，“只要想干就能干成。”

练字三年后，庞德强摸索出窍门。
最终，庞德强左手写出的毛笔字得到
了全社区人的认可，“算不上多好，就
是帮着社区和居民们写写东西。”庞德
强谦虚地说。

如今，庞德强在朋友的工地上班，
帮着记账。尽管大部分时间上班，但他
把写字的东西也带到了工地，“每天都
练习，已经放不下了。”庞德强说。

“要干就干好，左手练出好字”

杨俊青与本报记者相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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