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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河河电电商商公公共共服服务务中中心心成成立立
下设九大部门为企业提供服务

本报 8月 12日讯 (记者 邢
敏) 日前，商河县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在商河县联荷电商产
业园正式揭牌运营。这标志着商
河县范围内的网络经济型企业
拥有了一个综合性服务机构，今
后企业将享受全流程、一站式、
低成本、高质量的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

记者了解到，商河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设有业务咨询服务
部、招商服务部、创业孵化部、培
训会议部、设计包装部、摄影美工
部、仓储物流部、金融法务部和综
合服务部共九大部门，负责管理
运营电商产业园区，提供咨询服
务，来访接待等业务。公共服务中
心将促进园区的健康发展，提高

园区的知名度，为园区的各项业
务的开展提供全方位、全天候、专
业化的技术服务支持。公共服务
中心有助于电子商务生态圈的高
效良性互动，进一步激发电子商
务生态圈的创造力。

“电商企业在带动中小企
业发展、人才就业等方面，起到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商河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主任尉可望说，如果说
电商产业园是硬件设施，那么公
共服务中心就是软件条件。电子
商务不仅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既有
市场，也是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
市场，更是一个无限广阔的机会
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专业市场
开始拓展网上市场，加快了商河
县传统企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邢敏

都说同行是冤家，然而在济
南众诚昊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段雷山的眼中，同行却是他
值得学习的对象，他说电商行业
瞬息万变，想要做好就要和同行
业多交流，多总结经验。有些时候
更好地利用跨行业思维取长补
短，才能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这些年来一直和车衣打交
道，前期在整日跑销路，产品得
不到客户认可，内心受到很大打

击。”段雷山说，他的创业经历很
曲折。2007年下半年由于销路不
好，他有了自己开个店面做专卖
店的想法，根据自己跑市场的经
验，他选定了济南汽车用品市
场，用东拼西凑的两万多元在那
里租下了25平米的直销店面。

由于是新市场，在前半年几
乎每天都看不到一个客户，他每
天重复着开门上班、下午关门下
班、费用在增加、产品没销路的
日子。后来，在第一次小型汽车
用品订货会上，他给几位对自己

产品感兴趣的客户寄出几套样
品，在销售过程中积极听取客户
的意见，一一改进。就这样，产品
慢慢得到客户认可，销量在陆续
增加。“接下来客户一点一点在
增加，产品种类一点一点在增
多，工人们一天工作13个小时，
乐此不疲。”段雷山说。

可是好景不长,从2012年开
始，他的实体店开始受到电商企
业的冲击，这也使他开始寻找企
业发展的新路子，“那时候遇到不
懂的问题就会借鉴别人的经验，

学习本行业的经验，跨行业去学
习，巧妙地运用其实效果更好。”
如今他的网店已经取得了不错的
销量，产品也销往全国各地。

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想通
过电商进行创业，段雷山说：“电
商创业我认为是一件即容易又
不容易的事，第一做电商创业门
槛低，适合任何人创业，但是想
要做好电商又是一件难事，因为
电商模式瞬息万变。要想在千万
商家中做好就得不断学习，不断
摸索改进。”

““做做农农村村电电商商，，

要要学学会会讲讲故故事事””
创业需改变思路，在农村也可以发展电商

本报8月12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李娜) 8月7日
下午，商河团县委的工作人员和
商河县联荷电商有限公司电商
顾问范新超走进商河县银河驾
校，给驾校的学员们上了生动的
一课。商河团县委的工作人员详
细讲述了商河县首届青年创业
大赛的相关事宜，并鼓励大家积
极报名。随后，范新超重点阐述
了农村发展电商的条件及如何
发展农村电商。

7日下午三点，商河县银河
驾校的活动大厅里座无虚席，大
家对于即将开讲的“创业大赛”
和“农村电商”充满好奇。来自孙
集镇的李先生说：“我周围有朋
友参加了创业大赛，听他说跟着
导师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之前对
农村电商接触较少，一直以为电
商只能活跃在城市，难道咱们农
村也能发展电商？”

活动过程中，范新超为大家
一一揭开“农村电商”的神秘面
纱。他首先提到农村发展电商的
条件之一“物源充足”。他认为商
河有很多特色农产品，它们拥有

较大的市场，但是大家在销售过
程中手段比较单一。范新超说：

“现在很多人都想尝新鲜，特色
农产品的市场前景就很大，传统
销售手段传播力较小，如果将东
西放在网上销售，对于农村发展
是一种新形式。”

“农村电商是最近才听说
的，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
人抱着一台电脑也卖不出货去
啊！”玉皇庙镇的王女士感到很
疑惑。范新超解释道，大家要想
成为一名优秀的农村电商，首先
要学会讲故事。“讲故事”的过程
是给产品进行再包装的过程，依
靠有趣的故事吸引购买者。例如
沙河乡张铁匠村的手造酒壶在
网上销售时就讲述了“张铁匠”
的故事，产品标明是第几代传人
打造。范新超说：“这增加了产品
的年代感，其实像糖酥火烧、马
蹄烧饼等都可以借鉴这样的销
售模式。”

商河团县委的工作人员说，
农村电商对于很多商河人来说
是一种新兴产物，希望借助此次
大赛的机会，扩展大家的眼界。
工作人员说：“创业需要改变思
路，在农村也可以发展电商，只
要大家有想法就可以来尝试一
下。”

商河团县委的工作人员提
醒大家，初赛即将开始，希望参
赛选手做好准备，有创业打算的
有志之士赶紧报名。

““想想要要做做好好就就要要和和同同行行多多交交流流””
艰难起步的段雷山如今已把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把老粗布销往全国各地的返乡大学生刘越：

““好好产产品品才才是是我我的的名名牌牌””
本报记者 李云云

2013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刘
越选择了回乡创业。两年的时间
里，他有过疑惑，有过迷茫，但从
未放弃。今年夏天，一次很偶然的
机会，刘越参加了商河县首届青
年创业大赛。在参加了“导师讲
堂”、“东营行”、“导师分组”等一系
列活动后，刘越说最大的收获就
是“创业大赛让我越来越踏实”。

提起商河县孙集镇，很多人
首先想到的是“老粗布”。作为土
生土长的孙集人，他将“老粗布”
当成了自己的创业对象，把用老
粗布制成的各式各样的床上用品
销往全国各地。在老粗布制作过
程中，刘越有了新的想法“要让自
己的老粗布别具特色”。刘越说：

“老粗布别的地方也有，我要让咱
孙集的老粗布变得独一无二。”

刘越想到了将“杀菌”特性
的物质融入老粗布。在查阅众多
资料后，他发现日本正在将“壳
聚糖纤维”融入毛巾等日常用品

中，广泛用于出口，而在咱中国
这块则是空白。刘越说：“如果想
把壳聚糖物质用于产品中，还需
要不断实验，研发投入资金巨
大，目前有很大的资金缺口。我
参加创业大赛的初衷就是希望
有导师可以和我一起研究。”

后来，刘越认识了专做毛巾
的王桂鹏，王桂鹏对于刘越的想
法很感兴趣，师徒二人有放手一
试的打算。刘越说：“短时间内，
我的想法很难实现，还要跟着王
老师慢慢来。”刘越说自己喜欢
和每一位选手交流，从中得到

“跨界思维”。老粗布这行做久
了，思维就局限在床单被罩中
了。参加大赛期间，他认识了一
名做家具的选手，发现他的家
具卖得很火。和这名参赛者交
流多了，他开始积极尝试为老
粗布找新的“出路”，将老粗布
制成家具套。刘越说：“和其他
参赛者交流多了，就容易碰撞
出创业火花。”

在刘越眼中，此次创业大

赛收获最大的就是“要踏实做
事，做好产品”。刘越和大多数
大学毕业生一样，创业时充满
激情，但总感觉计划落地特别
难。参加第一次“导师讲堂”活
动时，他就和“小玫创始人”陈
衍强请教过这个问题，陈衍强
告诉他“路要一步一步走”。

后来，他在与别人交流的过
程中发现，大家对于他问得最多
的就是“你的产品怎么样”。刘越
说：“无论我的产品多么新颖，如
果质量不过关，一切都是空谈。
新产品研发需要时日，我现在需
要做的就是逐渐完善我的产品，
好产品才是我的名牌。”

刘越和
他 的 老 粗
布。

商河电
商公共服务
中心主任尉
可望正在讲
解。

段段雷雷山山工工作作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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