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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定期举办创客创业论坛等，给大学生创业打造梦工场

姚记海参总经理姚记振———

做做““良良心心海海参参””，，创创业业中中收收获获快快乐乐

七大平台助推创客发展

为创客当管家，提供一站式服务

本报5月25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为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烟台节能环保
产业孵化园区打造创客工场给大
学生创业提供多方面支持。24日，
园区举办了创客创业论坛，邀请创
业导师为在校大学生进行培训。此
次创客创业论坛是由烟台节能环
保产业孵化园区创客工场联合烟
台内蒙古商会团委举办，为即将毕
业的来自鲁东大学和山东工商学
院和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三所
院校的大学生进行创业指导培训。

本次论坛邀请“四海友家”品
牌创始人龚海涛、烟台思途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大卫，与大学
生们一起围绕“创新、创业”这一主
题，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机遇与挑
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和目
标。”潘大卫在交流中总结他这几
年的创业路，告诉大学生一定要有
创业的坚定信念和目标，同时朝着
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才有可能收
获成功。在具体的创业过程中，公
司的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也十分
重要，以后会少走很多弯路。

活动中，龚海涛用自己的创业
经历鼓励大家，创业需要勇气，不
要惧怕失败，纵使失败一万次也没
关系，只要成功一次就可以了。论
坛结束后，参加论坛代表又参观了
园区及科技展厅。

园区联合商会团委未来将开
展系列论坛活动，助力青年(大学
生)创客创业。烟台节能环保产业
园区是在烟台市打造中国节能环
保产业城的战略指导下由烟台内
蒙古商会会员企业和航天513所共
同发起的山东省首家节能环保产
业专业科技孵化园。园区于2014年
5月开始试运营，目前入驻企业57

家，入驻企业专利数近百项。园区
山东鲁蒙低碳技术研究院有来自
国家863专家组等17名科技专家，
助推园区技术平台发展，为大学生
创客提供全程技术指导。

烟台节能环保产业园将通
过政策服务、技术创新、市场推
广、投融资及第三方服务等七
大平台助推创客企业快速发展
壮大。同时还将依托园区近期
拟筹建的低碳(创客)学院，搭建
从创客、到创客空间、创客联
盟、创客产业链，从而形成创客
教育的专业化孵化平台。

园区运营一年多来，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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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烟台市级“一企一技术”研
发中心 (创新企业 )、2家“烟台
市科技型中小企业”，2家省级

“一企一技术”等项目。还帮助
入驻企业推广业务合计1000多
万元，包括绿色建筑、锅炉改
造等方向。

园区还将设立1亿元烟台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基金、节能

环保产业创客创投基金，通过
其他融资渠道，助推金融机构
创新金融产品。设立法律咨询、
创业辅导、实验检验检测等服务
方向，同时入驻环境安全能源评
价机构。依托低碳技术研究院建
立专家库、技术库、政策法规库、
企业产品库、专利库、项目信息
库、节能环保项目工程案例库，
为创客提供信息服务。还筹备

环境交易中心，利用经济手段
解决环境问题，争取发展成为
区域性环境交易平台。

通过建立低碳 (创客 )学
院、专业技能实训基地，为入
孵企业提供订单式人才培养
培训、创业辅导系列课程培
训、大学生就业辅导培训、节
能环保主管部门高耗能企业
专业岗位人才轮训。

根据园区整体定位发展，
致力于将创客工场建立成园区
内入驻企业、青年(大学生)创业
者的创意变成产品，从想法、原
型、设计最后市场化的互惠共赢
平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创客工场的管理上，采
取政府部门主导，市场运作，设
立主任、会员管理、宣传外联、
项目管理、创业顾问等专兼职

岗位，专业物业公司等提供全
方位服务，为创业者解决后顾
之忧的“管家后勤服务”，吃、
住、行、运动、娱乐，通通在园区
内都能解决。

为迎合年轻创业者创新、
简洁、时尚的需求，以创意、朴
素的改造方式划分创客空间。

A区计划改造成集办公、创
客产品展示、创客咖啡吧为一

体的创客空间，预计5月30日完
成装修改造；B区将改造为3层，
层高4 . 5米的创客工场，合计面
积4618平米。

改造后将可容纳200名创
业者办公，设有私人办公区、公
共区域办公区、产品展示区、信
息交流区、众筹平台、实验室、
小型加工车间等。

园区还推出了多种扶持政

策，将免费协助青年(大学生)创
业办理工商税务登记，符合条
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将获得一次性创业补贴；由低
碳技术研究院评审合格后的项
目，青年(大学生)创业园将免费
提供30平米经营场地3年。

预计到2015年底，园区创客
企业总数将突破100家，创客人
数突破1000人，产值达到2亿元。

烟台节
能环保产业
园创客创业
论坛举行。

本报记者
王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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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通讯员 姜峻瑛

“年轻时候再苦再累也得
坚持。”在姚记海参总经理姚
记振的人生语录里，他觉得年
轻人必须得努力奋斗。在20多
年的创业过程中，他干过很多
行业，最终却选择了海参，把
长岛的海参销往更多的地方，
是他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姚记振

姚记振1969年出生于临沂
河东区，当时农村条件太苦，
他家的经济条件也很不好。当
时他一心想考上大学，结果高
考的成绩却不理想。他考了478

分，还差30分。当时有委培生，
这种情况交上三千元就能上

大学，可家里没钱，姚记振无
法继续上学了。1991年，他就回
到了临沂，去青岛和同学一起
做工程。“我不愿意打工，就决
定自己做老板，1993年，我开始
在烟台西南河做粮油生意，半
年后，听朋友说长岛的生意好

做，正月十六去了长岛。”姚记
振带着从临沂进来的两万六
千斤大米登上了长岛，他把货
卸在了凌云市场西头，用苫布
一盖，就开始了在长岛的买
卖。饿了就买个包子吃，晚上
就在蓬布下睡。

正月的长岛天气是真冷，
幸好他年轻，就那么撑过来
了。一天卖一两千斤，一斤赚
两毛钱，就是凭借这份能吃苦
的精神，他在长岛尝到了做生
意的甜头，挖到人生的第一桶
金。

能吃苦的姚记振，为了卖
大米硬是在蓬布下睡了两个
月，这两个月让他终身难忘。他
回忆说，“真是太冷了，现在想
都不敢想，当时仗着年轻。咱就
是个农民的孩子，要啥没啥，只
能拼命。”

勇于拼命的姚记振，正式
在长岛安营扎寨，做起了粮油
生意，可算顺风顺水。有一天，

姚记振听到一个消息，朋友说
滨洲有个油田，可以去那干面
粉厂，自产自销会很不错。

经过仔细盘算后，他投了
30多万元，干了一年面粉厂。结
果钱没挣到，最后赔了10多万。
姚记振后来总结，还是因为当
时年轻冲动，没有考虑到路途
远，运费高，最后只好关门大
吉。

但是姚记振并没有气馁，
他有一颗把事业做大的心。
1999年，他决定在临沂开个专
做海鲜的酒店。长岛的海鲜很
有名，他就想把沿海的海鲜弄
到内陆去，就在临沂市沂蒙路
开了家蓬莱渔村。

不过由于不了解临沂当地
的饮食文化，虽然看上去热热
闹闹，但最后算下来，亏损挺

大。大螃蟹虽然好吃，但价格不
便宜还吃不饱，不少市民不买
账。由于光做海鲜，菜品比较单
一，最后还是关门歇业。

在做粮油生意的时候，姚
记振发现，长岛的支柱产业是
海参和旅游业，想赚粮油的钱，
必须人多，现在出岛发展的人
越来越多，岛上人越来越少。他
就开始考虑改行，做海参生意。

2010年，姚记振放弃了经营多
年的粮油生意，正式开始做海参生
意。现在人人都注重保健，他做这
么多年粮油，有了一定的经济基
础。长岛的野生海参好，膘子厚、口
感好、营养价值高，卖得上价。

2013年，在朋友的介绍下，
姚记振加入了烟台临沂商会，
认识了“百膳坊”的董事长夏自
君。夏自君的营销方式比较前

卫，虽然也在做实体店，但不是
简单地进货卖货，而是发展会
员，做团购、做会销，现在已经
发展到了20个店。这个方式很
吸引姚记振，他决定先把实体
店做好，然后再做线上网购。因
为实体店是根本，线上是看不
见摸不着的。线上给你比质量，
线下给你比价格，这个思路在
后来的实践中颇为有效。

“姚记海参”的刺参，产自
烟台长岛海区，捕捞、加工一体
化，采用本地传统的加工方法，
既保持海参良好的口感，又不
让营养成分流失。公司年加工
海参20余吨，其加工的干海参、
即食海参等被百膳坊长寿食品
指定为专供产品。

如今的姚记振，打出了“姚
记海参”的牌子，秉承“诚信、品

质、创新”的经营理念，做“良心
海参”为目标，在社会上获得了
良好的口碑。为了让更多人享受
到高质量的海参，姚记振又引用
了新的营销模式。他把海参分装
成不超过半斤的小袋，遍布临沂
两千家药店，去年又在济南开始
做市场。他对自己的海参充满信
心，因为它们生长在长岛这个美
丽的地方，质量没得说。

正月进长岛，挖到第一桶金

屡战屡败，转行做海参生意

海参遍布临沂两千家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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