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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馒馒头头房房做做成成1155家家连连锁锁店店
“70后”卖馒头干出大名堂，如今成立快餐公司进行多样化经营

今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新一轮创新创业潮。在我们身边也不乏这样
的创业典型，即日起，本报推出“创业故事”栏目，分享创业者的故事，启迪创新思维，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
实案例给你带去启发。如果你有好的创业故事，或在创业中遇到什么难题，也可以与本报取得联系，电话：
687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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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柳斌 实习生 张茜

一个馒头能做成多大的事业？对于高中毕业的初汉
青来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努力经营和管理下，
一个当初设在村里的馒头房变成了拥有15家连锁店的烟
台老岚食品有限公司。虽是预料之外，其实也在情理之
中，因为他有一颗把馒头做成大事业的创业之心。

“创业没有那么简单”，初
汉青对此感受颇深。虽然他现
在已经是拥有15家连锁店和
一家快餐公司的总经理，但大
家想不到的是，他的创业是从
卖凉皮开始的。

1996年，19岁的初汉青高
中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子操作
工，“好像我天生就是要去创
业的，虽然工作稳定收入也不

错，但工作一年半后，果断辞
了职回家创业。”初汉青说。

初汉青最开始卖凉皮。洗
面筋经常洗到后半夜，有时候
一天卖不出几碗，半年多过去
了，扣除吃喝，投资的1000元还
剩下了800元。

之后初汉青卖过水果，批
发过火腿肠，倒卖过海鲜。倒
卖海鲜的时候，他经常半夜独

自开着三轮车去码头批发海
鲜，辛苦自不必说。

当记者问他当时累不累
时，他说：“当时不觉得累，因
为心里只想着创业，每天骨子
里的热情给了自己无限的动
力。”这段日子，他一共赚了
7000多元钱。正是这段经历和
挣下的7000元钱为初汉青日后
的再创业奠定了基础。

几次“摆摊”都没有成功，
初汉青决定再谋出路，想来想
去，他决定跟朋友“学艺”，回
家做馒头。

2000年，23岁的初汉青回
到老家回里镇老岚村，在父母
的帮助下在家做馒头，初汉青
拿着手里仅有的7000元钱，买
了压面机、蒸汽机、锅炉等工
具，开始做起了馒头生意。

做馒头需要早起，一家人
经常凌晨起床，做好馒头后再

赶集去卖。因为初汉青的老家
在回里镇老岚村，他把自己做
的馒头取名为“老岚”馒头。

初汉青说，一开始就想着
把馒头做好，多赚点钱。有心
的他一边做馒头一边拜师学
艺，引进各种先进工艺，直到
今天，初汉青也保持着学习的
习惯。

“就得一直学习，不学习
不行。”采访中他不断强调这
一点。有了先进的技艺，老岚

馒头有了很大的起色。初汉青
的生意中逐渐又增加了油饼、
鸡蛋饼等多种花样。

渐渐地，初汉青的生意越
来越火。2001年7月初汉青决定
把馒头房开到回里镇上去，初
次扩大规模。并且在回里镇一
干就是六年，他说这个过程中
并没有什么大转折，就是一步
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在回里镇
上，馒头不仅供应给赶集的顾
客，而且开始送货到超市。

“摆摊”没成功，小伙回到村里“揉馒头”

不做电子操作工，创业从卖凉皮开始

2007年，初汉青又有了新想
法，他想把店开到市里，让老岚
馒头进城，形成一种企业模式。
这次，初汉青把之前赚的100多万
元全部投了进去。

就这样，老岚馒头总店在烟
台福山区落脚，初汉青每天的工
作内容渐渐地从馒头制作走向
公司管理，他的一家又一家分店
陆续开张。初汉青说，今年老岚
馒头投资了300多万元成立了一
家老岚馒头旗下的快餐店，里面
不但有中式快餐，还兼有麻辣烫
和烧烤。

初汉青注册成立的老岚食

品有限公司，可提供各种各样的
馒头、大饼、麻花、面包，还有烟
台特色的大饽饽。

目前老岚馒头已经开了15家
连锁店和一家快餐公司，分布于
芝罘区、开发区、福山区、龙口市
及栖霞市。老岚馒头年用面粉约
3000吨，每天大约用掉200袋面
粉。初汉青说，每年都有不少人
来向他学习做馒头的手艺。

初汉青的另一个身份是福
山义工队队长。自2008年汶川地
震起，他每年都会拿出总利润的
百分之一用来捐款，回报社会，
目前已经捐出十多万元。

村里的馒头进了城，在市区站稳脚跟

初汉青的老岚馒头已经开了15家连锁店。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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