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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销到自主生产，实现“跨越式”发展

晨晨曦曦公公司司个个性性发发展展引引领领装装饰饰市市场场
一开始只有两三名员工，启动资金不过几万元的小公司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微型企业了，可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在短
短的两年时间内发展成一家拥有员工数十人，年营业额近
800万，经营范围包括加工、营销、代销、设计等的多个项目的
综合型企业。位于滨州市黄河十一路渤海二路的晨曦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得力于时机的把握，更得益
于企业自身的经营理念。

◆合作是发展的第一步

当晨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负责人李兰涛向记者讲述企业
发展历程时，难掩内心的兴奋和
激动。“说实话，连我自己都想不
到就这么两年的时间，我们的公
司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啊！”李
兰涛告诉记者，在2012年自己和
朋友凑钱成立注册了这家公司，
开始只是单纯地代销其他品牌，
但很快他们发现单纯的代销已
经难以满足市场形势的发展。

“我们开始只是觉得，与其
光为别人卖，还不如自己生产经
营。”李兰涛抱着这样的想法开
始了企业的扩建，但问题很快就
凸显了出来，人力缺乏、资金不
足等问题很快摆到了李兰涛和
他的团队面前。就在李兰涛苦恼
的时候，他发现了新的机遇：“当
时虽然人手不够，资金不足，但
很快我发现面对这一些列问题
的不光是我们，很多像我们这样
的小微企业都面对这样的困境。
当时我就想，与其和大家竞争不
如和人家合作，大家互补有无。
于是我就联系了周边几家和我
一样的小企业负责人，说出来我
的想法，大家听了以后非常赞
同。在那以后，面对一笔大的订
单我们不像以前只想一家抢到
手，而是大家分工，有利润大家
一起分享。这样子我们不是单枪
匹马在做，而是合作共赢。”

李兰涛认为，他的企业能取
得这些成果，最重要的经验就是
合作要比竞争重要的多，“特别
是我们这种小微企业，一个的力
量终究是不行，合作才是发展的
第一步”。

◆有个性才能保持竞争力

当记者随李兰涛参观企业
时候，一间特别的房间引起了记
者的兴趣。这间面向街道的沿街
房间里摆好了各种各样的建材
成品，一看恰似一个微型“建材
博物馆”一样，走上前去仔细观
看才发现里面摆放的各种建材
特质各不一样。

在一旁的李兰涛告诉记者，
这个小“博物馆”是自己精心设
计的展览室，里面的产品是不同
的品牌，有自己公司代销的，也
有他们自己设计生产的。之所以
在这里布置间专门的房间向顾
客展示产品，主要是随着生活改
善，很多人已经不满足单纯的房
屋装修了，面对购买建筑用料
时，更多的是喜欢能展示自己个
性的东西，比如有镂空花纹的门
板、强调暖色的门框、带有些梦
幻色彩的瓷砖等等。

“所以当我们设计生产引进
这些有特色的产品时，我们要有
的恰恰不是随大流，而是要有自
己的眼光和个性，这样在面对新
形势时，我们这些小微企业才能
脱颖而出，让市场和消费者记住

我们的产品和企业，保持我们的
产品竞争力。”李兰涛说。

◆借用新事物推销产品

最后，记者参观了晨曦公司
的仓库，令记者稍感惊讶的是在
这个“微型企业”身后竟有这么
大的储藏室——— 总储藏面积达
2000平米。

紧接着，记者发现每一件大
宗产品背面在显眼处有几张贴
纸，每张贴纸上都清晰地印刷着
晨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二维
码、微信账号等信息。“我们这些
小企业怎么和大型企业相竞争
啊，很重要就是看我们的机动
性，能快速接受新东西转化为企
业的推动力。现在人们观念变化
得快，我们就要运用新鲜东西来
发展。如果我们一味抱着以前那

种营销方式，我们比起那些大企
业可就一点优势也没有了。我跟
员工们说，咱们小蚂蚁要想和大

象比试比试，就要用巧实力，能
用新事物，快用新事物才行。”李
兰涛说。

文/片 本片记者 王昊

晨曦公司摆列各式装修产品的展览室。

晨曦员工正在新仓库装卸货物。

九九家家快快递递企企业业进进驻驻滨滨职职服服务务中中心心
滨州职业学院试水快递服务中心，校园邮件不再乱

上课期间快递来了

不能逃课去取

大学生在网上购物已经不
是新鲜事情，在上课期间被通知
快递已到，很多学生也表示无可
奈何，虽不能逃课去取快递，但
心里还担心着已经到达校园的
快递。一到休息时间，学校门口
的快递车前围着一大群取快递
的学生，秩序混乱，也不容易找
到自己的快递，混乱之中拿错快
件也是常有的事情。圆通公司业
务员李向平告诉记者，“过去都
是聚集到校门口领取快件，人
流、车流汇集，场面混乱、存在安
全隐患不说，而且时常出现丢件
情况，个人损失不小。”

如何在成千上百的快件中
找到自己的？正在上课，快递来
了怎么办？快件错拿了怎么办？
近日，记者在滨州职业学院看
到有一处快递服务中心，这是
为应对“如潮”的快件，滨州圆
通、申通等几家快递公司的业
务员自发在学院成立快递服务
中心，所有发到该校的快件由

快递中心统一接收和分发，很
巧妙地解决了学生取快递麻烦
这一难题。

学生加入快递服务

为创业“试水”

圆通公司业务员李向平平
时送快递，最能知道校园快递的
困扰，常常打电话通知学生快递
已到，却因为他们在上课电话迟
迟没有人接听。于是，李向平积
极联系其他快递企业业务员在
学院成立快递服务中心，为全校
万余名师生带来便利。

李向平的想法得到了其他
同行的大力支持。2 0 1 4年 9月
份，快递服务中心如火如荼地
运营起来。如今，已有申通、圆
通、中通、韵达、EMS、顺丰、百
世汇通等9家快递企业入驻服
务中心，各快递企业根据货物
数量分配货架和服务区域，经
营秩序井然有序。此外，该中心
还聘用了10余名勤工俭学的学
生“员工”，在为学生实习实训
提供了良好平台的同时，也为
拥有自主创业想法的学生提供

了‘试水’的机会。
“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

会如此受欢迎。”李向平说，服务
中心成立半年来，平均每天收发
700件左右，到了开学季和“双十
一”时，一天收发快递量最高达
1300余件。不过，即便面对如此
庞大的群体，该中心也没有发生
一次丢件事故。“我们通过人工
分拣，将每一个快递物品依次上
架，然后学生“员工”通过电话或
发短信告知收件人来领取自己
的物品，极大地避免了错拿情况
的发生。”

规范快递收寄

帮助校园管理

市邮政管理局表示，快递服
务中心的成立既方便了师生收寄
快件，又规范了学校的管理秩序，
学生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何时取
快递也避免了与学校事务的冲
突。同时，领取快递的学生不是蜂
拥而至，还提高了快递公司的投
递效率，实现了三方共赢。

下一步，市邮政管理局将联
合市快递行业协会、滨州学院、

滨州职业学院、滨州技术学院等
高等院校在滨州快递服务业人
才培养基地的基础上签订人才
培养协议，进一步扩充完善校园
快递服务中心功能，使其成为集
快递配送、校园实训、人才储备
等功能为一体的合作中心。同
时，市邮政管理局要求快递服务
中心进一步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服务承诺和损失赔偿办法，严格
执行验视制度，做到对拒绝当面
验视或不能确认是否安全的可
疑物品不予收寄，确保寄递渠道
安全畅通。

伴随着电子商务产业的逐渐成熟以及人们消费能力的
增强，网购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消费选择，大学生也是网购消
费群体的主力军。但是校园快递扎堆、上课无法取快递等问
题一直困扰着学生，校园快件收派业务办理新模式成功解决
了校园快递的“最后一公里”。

文/片 本报记者 王璐琪 通讯员 杨登峰 张晶晶

快递中心给学生分发快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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