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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甘甘只只做做打打工工仔仔 回回乡乡创创业业踏踏征征程程
郓城小伙郑冰打破传统服装加工模式，利用互联网走出一条新的创业路

本报记者 邢孟 通讯员 李英 车先申

当过装卸工，待过化工厂，不甘心靠苦力赚钱遂到服装学校进修，开始从事服装行业，并一
步步从流水线工人做到经理，这是36岁郓城小伙郑冰的经历。在外打拼11年后，郑冰决定利用
自己所学回家创业。他创办了服装加工厂，并利用时下流行的OTO模式将自己的服装厂进行线
上、线下全面发展，不仅让企业走出了新的发展路子，也保障了众多乡邻在家门口就业。

在外打工11年，返乡办服装厂

在郓城县郭屯镇后辛庄村
开创服装加工室内，40多名妇女
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名年轻的
男子正拿着新缝制完成的睡袍
仔细检查。他叫郑冰，今年36岁，
是这家服装加工厂的创办者。

1997年，初中毕业后的郑冰开
始到外地打工，他当过装卸工，待
过化工厂，但这些工作不但出苦力
还薪水微薄。年轻的郑冰不甘心如
此走下去，于是他在服装学校进修
半年后，2000年他来到青岛一家服
装加工厂打工。由于郑冰聪明勤奋

肯吃苦，逐渐从流水线工人做到班
长，后来当上了公司的质量经理，
这一干就是8年。

2008年，郑冰回家过春节，
发现村里有许多留守妇女。这些
妇女需要照顾老人和孩子，不能
出远门打工，郑冰就萌发了办服
装加工厂的想法，“常年在外漂
泊不能照顾家人，我就想着利用
自己的技术在家乡做点事，带着
村民一块挣钱。”郑冰说，之后他
把结婚用的四间房子腾出来，雇
了10多名工人，从手工作坊做

起，开始了创业之路。
郑冰精通服装技术，熟悉国

内服装行业，加上自己工作时的
人脉，他的订单一直没有间断
过。“我觉得厂子要生存，必须扩
大规模，挣来的钱都让我买机
器、建厂房了！”郑冰笑着说。就
这样，他的事业像滚雪球一样越
来越大，现在已在郭屯村和褚垓
村建了3个分厂，有140多名工
人，每年订单额70多万元，和北
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厂家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利用“互联网+”让企业顺利转型

“企业要想走得更远，必须
有自己的品牌。”单纯的来料加
工利润空间有限，企业发展空间
也越来越狭窄，郑冰一直在思考
如何让自己的服装加工厂实现
企业转型升级。

2013年，郑冰注册了郓城开
创制衣有限公司，在青岛成立了
工作室，招聘了4名专业人员，进
行服装设计和销售。同时，他开
始在阿里巴巴和百度上进行产

品推广，他注册了两家淘宝店，
开始网上销售。从起初的一天十
几笔到后来的几百笔订单，让他
初步尝到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相
融合的“甜头”。

郑冰的销售模式非常灵活，
以衬衫和裤子为主，既做批发和
零售，也接受厂家订货，“我们的
服装经常出口到巴西、英国、日本
等国，现在正在赶制的是英国的
睡袍，面料是我在青岛选的，客户

对样品非常满意。”郑冰介绍说。
对于设计的每件衣服，郑冰

都严格把关，确保服装的样式和
面料。为了提高服装档次，他经
常去全国各地选面料，“和大城
市相比，我们有劳动力资源优
势，所以我把产品定位为：质量
高端、价格中端，这样，在质量相
同的情况下，我们有价格优势，
这也是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原
因。”郑冰说。

自己创业，不忘带动乡邻一起致富

“我们在这里上班，一个月
有将近2000元的收入，不耽误照
顾老人和小孩，比在外面打工强
多了。”在服装厂上班的程东英
等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现
在，像程东英这样的留守妇女在
郑冰的服装厂打工的还有140多
人，郑冰不仅自己创业，还带动
乡邻一起就业。

郑冰创业成功除了靠个人
奋斗，还是得益于好的创业政
策。2015年，郓城县安排电子商
务发展引导资金500万元，用于

电子商务培训，郑冰的几名工人
经过培训后，网店经营实现了新
突破。在郓城县商务局的协调
下，快递公司不久将直接在郑冰
所在的后辛庄村设服务点。

“在网上我们的衣服都是批
发价，买家一拍就是七八件，甚
至上百件，一年能卖出近30多万
件，年销售额在100万元左右。我
相信，在政府的支持下，在电子
商务的推动下，我的服装事业会
越做越大！”郑冰对未来信心满
满。

郑冰通过网络联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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