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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摆个地摊，你都得

有关系”

在淘宝网，有一家四钻网店
“老记忆”旗舰店。这家网店里，松
紧带、缝纫机机针、蒲扇、手工鞋垫
等日常用品摆满了橱窗。

7月18日上午，这家网店的
掌柜朱菊媛正坐在电脑前，眼瞅
着屏幕，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回
答买家提问。

盯着键盘慢慢打字，让46岁的
朱菊媛适应了好久。最开始，她连
怎么开机都不会。

电脑桌靠墙摆着，朱菊媛身
后，是装满蒲扇、线团的几个大
箱子，一捆捆鞋垫堆放在沙发
旁。

上午买卖不多，朱菊媛会抽
空去大街摆个摊，这算是她的

“实体店”。她会把有点瑕疵的蒲
扇、鞋垫拣出来卖，品相好的在
网店卖，收摊时顺手买点菜回
家。下午网店生意多，朱菊媛没
工夫做饭，她既要做“客服”，还
要打包发货，晚饭老公下班做。
晚上11点才会关电脑，这期间，
朱菊媛会坐在沙发上一边做鞋
垫，一边瞅几眼电视新闻里播的

“国家大事”，一边瞄着电脑，一
旦“阿里旺旺”发出嘟嘟声，她就
赶紧扑上前，看来生意了没。

这只是浙江遂昌一个普通网
店店主“家电一体化”的生活。在这
个号称“淘宝县”的小县城里，5万
居民超过1200人开了网店。像朱菊
媛这样的掌柜，年龄最大的都有78
岁了。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县城，距温
州市区200公里，但经济并不发达，
最大的资源就是漫山遍野的竹子。
遂昌号称“竹炭之乡”，这里的冬
笋，因为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让
全国各地的吃货惦念不已。

两年前，朱菊媛还是个在街上
摆摊的小贩。1992年，她从供销社
下岗，没什么特长，只能摆摊卖袜
子鞋垫。

每次，朱菊媛都会拎着几个
大编织袋坐客车到乡下赶集，虽
然很辛苦，但那时人年轻，扛得
住。没有农村大集的话，朱菊媛
会在县城找个角落摆摊。“摆个
地摊，你都得有关系！”朱菊媛
说，街上很多地方属于能摆摊又
不能摆摊的区域，因为在工商所
有熟人，她才不至于被撵来撵
去。

2010年，有人告诉朱菊媛，遂
昌开了一家网店协会，教人开网
店，不收钱。

朱菊媛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坐在家里就能挣钱，这活儿不比
摆摊轻松多了！”

被复制的“励志故事”

为朱菊媛提供免费培训的
遂昌网店协会，是一个半官方半
民间行业组织。

网店协会打造了一个叫“麦
特龙”的交易平台，平台上有多
种遂昌土特产，竹炭、笋干、菊
米、土鸡、土猪，由当地企业供
货，协会通过提供免费开店培训

“孵化”电商，并纳为会员；买主
下单后，会员可以直接从“麦特
龙”发货，享受进货价，“麦特龙”
本身依靠供货企业返利维持运
营。

这种赢利模式两年多来“孵
化”了1200名淘宝店主，来协会培
训的大多是待业青年，也有开小杂
货铺的、在家务农的，朱菊媛的“同
学”中，还有三轮车夫。

“开不成没关系，至少掌握
了一门技能；开得不成功也没关
系，你们也算当过老板了。”网店
协会会长潘东明说。

潘东明经常跟学员讲的，是
蹬三轮的李玄东的“励志故事”。
李玄东从没接触过电脑，他是利
用坐在黄包车上等客的工夫，拿
大腿当键盘练，练出打字功夫
的。如今，李玄东已开了三家网
店，多的时候一月能挣7000多
块，比踩黄包车时高5倍。

最老的学员是78岁的左右
任。这位退休老干部喜欢集邮，
就为了这爱好，老爷子在没有任
何电脑基础的条件下就来学开
网店了，学成后“立竿见影”，在
淘宝网开了家专营邮票和钱币
的网店。每天，左老爷子在线五
六个小时，食指慢慢单击键盘，
一点都不抖，服务态度、发货速
度评分都在4 . 8以上，几近满分。

这些“神话”一样的故事，在
小县城里传着，也让朱菊媛“热
血沸腾”。操作网银、注册网店、
关键字搜索、PS图片、识别网络
诈骗……朱菊媛的两个笔记本
上记满了这样的“开店攻略”。在
儿子帮助下，朱菊媛的网店开张
了，卖的还是原来那些东西：鞋
垫、袜子、蒲扇，但人一下子感觉
轻松了，原来鞋垫一双两双地
卖，现在买家一买就是一二十
双，她还找了个做鞋垫的阿姨专
门给她供货。

如今，朱菊媛每月能挣三千
多，已经超出在金矿当工人的老
公了。街坊眼中的朱菊媛，比摆
地摊时明显提高了一个“档次”。

每天，都有快递员来取包
裹，街坊们会跟朱菊媛打招呼，

“呵呵，做得很好啊！”只是，他们
都不知道，这个老邻居还有个

“甘泉心”这么小清新的网名。

家族的纽带

朱菊媛们的成功故事，在这个
只有5万居民的小县城传得很快，
谁谁开网店了，月收入过万，一个
又一个“财富神话”在遂昌县城里
激荡。

小县城不缺奔驰、宝马和保时
捷，这里离义乌只有160多公里，但
一般居民还是靠着每月两千元的
死工资吃饭，凯恩集团、钢铁厂这
些当地的大企业养活了数以万计
的工人。

2006年后，遂昌冒出第一拨网
商，虽然没有“发多大的财”，但口
口相传下，在小县城里发酵得很
快。遂昌网店协会会长潘东明说，
今天外甥开网店，明天舅舅见赚钱

了，也会开一个。这样的家族纽带，
让遂昌网店发展非常迅速，但问题
是东家抄西家的，三五百家都卖一
模一样的东西，同质化太严重。

38岁的徐振峰家一共开了四
个网店，每月十几万销售额，最大
的一个“竹之语”是双皇冠，每年能
卖出几十万元遂昌土特产。

2009年，衢州人徐振峰还在杭
州一家私企负责网络安全，做防火
墙，年薪7万元。

这一年，徐振峰的女儿出生
了，妻子开了家网店“竹之语”，卖
遂昌老家特产薯干。半年后，妻子
带女儿回到老家，一边看孩子一边
开网店，没想到订单越来越多，挣
的钱居然比老公多不少，徐振峰干
脆辞职来到遂昌开夫妻店。

后来，徐振峰的大姨子和丈母
娘也加入进来，丈母娘和大姨子以
前常在外打工，月收入一两千。丈
母娘还是个麻将迷，开了网店后就
很少搓麻了。

看哥哥生意红火，徐振峰26岁
的弟弟也来取经，在徐州开了家网
店，专卖婚庆用品。

在徐振峰看来，全家开网店不
存在任何竞争关系。他经销的笋
干，在《舌尖上的中国》将遂昌冬笋
广而告之后，一些外地酒店一要就
是几百斤，这样的热销商品一家店
根本做不过来。相反，大家有了共
同目标后，家族关系更紧密了。

徐振峰的交际圈也焕然一新。
刚回遂昌开网店那会儿，徐振峰整
天宅在家里被电脑拴住了。生意稳
定下来，他加入了网店协会，认识
了一帮开网店的朋友，最近哪种商
品卖得火、怎样让宝贝更醒目，有
聊不完的话题。

“不能让他们坐在家里当宅男
宅女，否则容易得心理疾病。”潘东
明说，网店协会成立以来，经常为
会员办培训班、交流会，一起出去
玩。7月16日下午，潘东明接受采访
前，刚带着200多名会员参加完夏
令营，从山上下来。

在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
总监李丽娜看来，遂昌网店协会
起到了公共管理者的作用。“遂
昌模式”的特点在于这里网店的
产品是农民生产的，创业者大部
分是农民。农民有其自身局限
性，网店协会将松散的网商个体
联系起来，让他们明白自己面对
的是全国甚至全球的竞争者，极
大促进了个体间的交流，让他们
懂得信息分享的巨大价值，“这
是农民作为个体的一个巨大突
破，从做电商开始，他们的行为
模式和思想意识也会一点点随
之改变。”

一位本科生的“事业”

中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
长姜奇平一直关注网商对于中国
社会的影响。他在做全国调查时发
现，做网店与给别人打工相比，即
使赚钱一样多，这个从打工到自主
创业的质的飞跃，能极大地增强一
个人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这点，在专卖有机蔬菜的“高
山时蔬”掌柜陈穗花身上表现得很
明显。到目前为止，陈穗花的有机
土豆只卖出去十几斤，但她的个人
签名已改成了“自己的事业”。

对这份“事业”，陈穗花的舅舅
有些不理解，“一个大学生，在家种
土豆！”陈穗花种的有机蔬菜，因为
不用农药和化肥，被父亲这个老把
式笑话说“长得不好看”。

在遂昌的网店店主中，像陈
穗花这样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占
到了七八成，高中学历和大专学
历最多，陈穗花这样的本科生并
不多。

但她这个本科生的“事业”，
却没有像三轮车夫李玄东做得
那么顺。

2010年7月，陈穗花从温州大
学毕业后回到遂昌，看到县城里突
然冒出很多年收入二三十万的网
店老板，她也与当地一家竹炭企业
签了供货合同，开了家淘宝网店。
但这个网店很失败，一个月后才迎
来第一笔生意。

在遂昌待了两个月，陈穗花待
不住了。她在温州一家建筑企业找
到了一份和污水处理有关的工作，
起薪1800元。这个时候，温州市区
的商品房均价已经到了3万元，毫
不逊色于“北上广”。陈穗花不敢放
下网店生意，一有订单就“遥控”父
母在遂昌打包发货。

当工资一点点涨到2500元时，
陈穗花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为
别人打工不说，公司根本没有能力
把污水处理干净。”

2011年底，陈穗花辞掉工作，
又回到遂昌。父母是农民，亲戚也
没有能力为她在小县城谋一份体
面的职业，她又回到了原点——— 专
职开网店，卖竹炭、竹篮子，还卖自
产的有机蔬菜。

陈穗花的起步条件很寒碜：办
公室是家里租的房子，其他房间住
着父母和弟弟。一台笔记本电脑、
一张木桌、一张简易大床，就是办
公室的全部家当。但在李丽娜看
来，这正是互联网的优势，帮助普
通人以极低的资本创业，提供相对
平等的机会。

开启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陈穗花比朱菊媛的儿子小威
大4岁，朱菊媛希望儿子对于开网
店的热情能像陈穗花一样。但20岁
的小威今年技校毕业后，没跟她商
量就在遂昌特警队找了一份协管
工作，一月挣1500元。母亲做的网
店，他不感兴趣。

“他怎么就不感兴趣呢？每个
月这么少的钱，如果开网店，就算
懒一点，赚得也比这个多啊！”朱菊
媛很奇怪。

两年之前，朱菊媛为儿子的学
习发愁，她不停催促小威用功点，
有个响当当的文凭才能去好单位
啊！开了这个网店后，朱菊媛的想
法有了变化，“只要儿子有点文化，
就不怕了。”

朱菊媛曾经的梦想是“当个车
间主任”，现在呢，“我也不知道我
会做到多大、下一步会怎么样。”至
于儿子的前途，她也想通了，“他出
去闯荡几年，再回来开网店，那时
会更成熟，也更有主见。”

潘东明的计划是，“麦特龙”要
做到上百个供应商，帮助会员组成
3-5人团队，向银行推荐给他们贷
款。在潘东明看来，电商的力量不
可估量。2005年，遂昌竹炭产业年
销售额不到3000万元，而到2011年
底接近2亿元，一半以上为网上销
售。

对于遂昌的大学毕业生、农
民、待业青年、下岗工人来说，电
商给了他们改变人生的机会，

“不需要学历、关系、经验，甚至
不需要物质基础，对于普通百姓
来讲，它是开启另一个世界的大
门。”潘东明说。

从无门槛创业到“无门槛社会”

“淘宝县”变形记
文/片 本报记者 郑雷

一个小县城，一

群普通得再也不能

普通的小人物———

三轮车夫、摆地摊的

小贩、种地的农民、

刚 毕 业 的 大 学

生……当他们在人

生的不同时段尝试

“电子商务”，寻找生

活的另一条出路时，

改变的，不光是他们

的生活方式。

这个小县城，就

是被称为“淘宝县”

的浙江遂昌，如今，

这个只有5万居民的

小县城，超过1200人

开了网店。

这种“无门槛”

的自主创业，正在生

长的电商力量，给当

地土特产重新带来

了“价值发现”。它又

给当地居民的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乃至

小县城的人际关系，

带来哪些改变？

朱菊媛的创业故事在遂昌
县不断地复制着。图为她在网上
谈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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