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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11

今年刚毕业就成了小老板
烟台职业学院成立大学生创业园，专门培养各种老板

□记者 李楠楠 报道
qlwblnn@vip. 163 .com

本报12月17日讯 不少大学
生可能正为毕业后如何找到一份
工作发愁，而在烟台职业学院创
业园，不少学生刚毕业就注册了
自己的企业，当上了老板。

“现在运营不错，一年下来挣
10万元不成问题。”17日，今年毕业
于电气专业的王涛说，他创办的

主营电子产品和电子维修的星光
电吧生意十分红火，每天中午都
有不少学生来购买电子产品还有
维修电脑和手机。除此之外，他还
投资经营了两个店面。

上午11点半左右，在烟台职
业学院一餐的三楼，原本人际冷
清的创业园逐渐热闹起来，不少
学生来到王涛的星光电吧选购电
子产品。接近12点，创业园的“老
板们”下课后来上班了，整个创业

园区有卖服装的，卖电子产品的，
还有乐队培训、瑜伽会所、陶艺淘
吧、电子商务和快递……音乐声
和着人声，很是热闹。

在烟台职业学院的创业园，
像王涛这样的毕业生老板很多，
有的甚至大二就已开店当起了老
板。“主要是学校提供了这样一个
好的平台。”王涛告诉记者，很多
同学都有创业想法，但创业不容
易，资金、场地等都是门槛，学校

为他们提供了方便解决了后顾之
忧。

据了解，烟台职业学院创业
园2009年正式启动，占地2000平方
米，分为创业区、管理区和培训
区，涉及商贸、文体、信息、公益服
务等五大类型。

“一般入驻园区的项目负责
人，前期都要经过学校的专门创
业训练，比如SKB(了解认识企业)

以及SYB(如何创办企业)等内容，

然后选择自己的项目，递交给学
校创业专家委员会评议答辩，通
过就可以入驻园区，享受免房租。
水电优惠等政策，好的项目好还
有帮扶资金和无息贷款。”烟台职
业学院创业指导中心的王启东主
任说，“目前入驻的商家有53户，
其中注册了36家。其中不少已经
正式孵化成功，在社会上开办企
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老板
了。”

格现场探访

在星光电吧的周边，新起
点瑜伽会所的老板李蹊正在
指导学员上形体课，会所已有
100多个会员；大二学生李浩然
和孙振正在忙着收发快件，他
们承担了中国农业大学烟台
校区和烟台职业学院3万多名
学生的快递业务；还有街舞社
正在劲歌热舞中培训……

中午的创业园一片生机，
“虽然我们从2007年开始创业
训练，2009年才启动创业园，但
经过实践，效果还是很明显
的。现在第一批入驻的学生，
很多毕业后利用这里孵化成
功的项目有了自己的企业，像
刘成林创办了广告公司，谭光
妹开办了优视媒体等。”王启

东说，园区的展板上都有他们
的事迹。

在展板上，记者看到经济管
理系2012届毕业生朱聪，在2011

年成立了大学生天翼动力联盟，
目前已发展到驻烟7所高校12个
联盟店；机械工程系毕业生王洪
兴创办了山东红星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经济管理系2007届毕业
生刘翔成立了烟台索博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在大学生创业中心入口处，
有入驻园区的政策以及程序和
条件，还有11名创业之星的事
迹。在三楼的大门处还有乔布斯
送给年轻人的的30个忠告。创业
园区的墙壁上还有李嘉诚等华
人企业家的名言警句。

成功者在这里真不少

创业园不愧是“孵化器”

“在创业园，项目启动资
金很少，一般只要几千元，最
多不超过两万。”烟台职业学
院负责学生创业工作的德育
教学部主任助理赵吉芳说，

“项目不是很大，属于蚂蚁搬
家式的创业。”以前一些有想
法的学生可能会摆个地摊，
周末出去办货，很辛苦，最终
可能就不了了之。现在学校
提供这样一个创业平台，就
是希望更多有想法的同学可
以实现梦想。

“现在一个创业项目就是
一个平台，每个团队都配有专
门的指导老师，团队中队长毕
业后离校，带着经验和资金出
去创业，队员可以接过来继续
这个团队，这是一个不间断的
过程。”赵吉芳说。

“当然也有很多项目中途
被清退或淘汰，这个过程本身
就是对老师和学生的锻炼。”
赵吉芳说，这是一个摸索的过
程。比如有个二手书淘吧的项
目，因为项目本身没有适应市
场而被淘汰。另外像卖衣服、
饰品等商贸类的项目，没有技
术含量，而且成本大，卖不出
去就有风险，实践证明效果并
不好，所以现在他们审批商贸
类的项目都很谨慎，“创业也
是要有技术含量的。这方面还
需要老师们不断培训，让同学
了 解 底 如 何 选 择 合 适 的 项
目。”

目前，创业园里配有SKB

老师8名，SYB老师8名，每天下
午都会有创业训练的相关课
程，对学生都是免费开放。

投资少则几千多则2万

选好项目学校就支持

“高考结束填报志愿，
选学校就是冲着这有创业
园才来的。”烟台职业学院自
动化专业的大二学生董晓告
诉记者，他已经有了自己的7

人团队，经营两个项目一个
店面，主要做各种资格证培
训以及货物零售等业务。

“ 当 初 高 考 成 绩 公 布
了，一看分数够上个专科，
当时考虑上烟威青岛或者
济 南 的 学 校 。后 来 一 路 考
察，来到烟台职业学院的时
候，还没进学校，老远就看
到大学生创业园的牌子，当
时就决定来这上学了。”董
晓 说 ，他 家 就 是 烟 台 本 地
的，各种人脉都在这儿，与
其到外地上完学再回来不
如就在烟台本地上学。

董晓来自海阳，父母从
事农资生意，受父母影响，
他从高中就有生意头脑。大
一一入学，董晓就组织了自
己的团队，“选人最重要，业
务员可以随便找，选团队成
员就要找能独当一面的。”
虽然才大二，但董晓明显比
同龄人成熟得多。

“创业选项目很重要，

普通的货物销售不理想，一
般技术型和业务型的项目
可以持久。”经过考察，董晓
确定了自己的项目，为同学
提供各种考证培训服务，像
专升本、自考、职业资格考
试和驾照等，同时在这一主
线下还搞一些零售。

“今年开学时做过一段
时间通信产品的零售，主要
是手机卡等。最好的时候，3

天就挣了一万。”谈到当初
的业绩，董晓说这些都是辅
助，主要还是培训，这个最
锻炼人。“现在马上就要寒
假了，可以承办一些招工的
业务，为同学寒假打工提供
信息服务。还有批发零售海
鲜大礼包，这个去年做过，
今年已经很熟了。”

谈到自己的业务，董晓
头头是道：“我觉得教育和
培训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行
业，我很有信心。”董晓告诉
记者，虽然支起了这么一个
摊子，有一个团队，但家里
没 出 一 分 钱 ，都 是 通 过 谈
判、合作、融资以及交换业
务实现的，这一点也是他感
到可以称道的地方。

这老板上大二

三天挣过上万元

“现在情况好多了。”谈
到自己一年至少可以收入10

万元，来自寿光的王涛说，
其实开始的时候也是困难
的，他成功的秘诀就是敢想
敢做，有了好项目就要坚持
下来。

“我们电气专业做电子
维修本身就有一定的优势，
大一入学时我就加入了学
院的星光电子社社团，为同
学们做一些简单的维修也
算是一种实践。慢慢就喜欢
上了。”王涛说，后来学校有
了创业的政策还启动了创
业园，他和其他 6名同学就
商量着创业。但后来在筹办
过程中有两个同学退出，店
面开起来后，人气又不旺，
经常一个周也就五六个人，
期间又有人退出了，最后就
剩下两个人。

“我喜欢这个，也看好
这 个 市 场 ，我 觉 得 值 得 坚
持。”就是这一股子韧劲，让
王涛走到了今天。

说起创业初期，王涛很
是感慨。他告诉记者，当时
出去实习打工一个月还能

挣千儿八百的，天天在创业
园靠着不挣钱还说不定赔
钱，一天一块钱的管理费，
虽然看起来很少，但毕竟也
是费用。“我当时就横下一
条心，不怕压货，而且还不
断丰富产品，扩大业务，修
手机、修电脑，提高技术，慢
慢口碑上去了，人也多了。”

王涛话不多，但说得很
平实，“地段不好，宣传就很
有必要。现在虽然情况好转
了 ，也 要 注 意 宣 传 。”开 学
时，王涛花费在宣传上的费
用就有1000多元，还会专门
拿出部分产品做促销，吸引
人气。

“遇到困难时，也得到
了创业中心老师的帮助。”
王涛说，前期的创业训练真
的很管用，有问题也可以直
接去找老师谈。现在已经毕
业的王涛，按照政策两年后
就要搬出创业园了，“没关
系，我已经在在其他地方开
了一个新店面，那边没有优
惠政策，一年光租金就要两
万，所以还是需要这边的支
持。”

问我成功秘诀？

选好项目并坚持

格成功个例

正在维修手机的王涛，他的星光电吧年收入10万元不成问题。 记者 李楠楠 摄

创业园中训练营现场市场演练。 图片
由学校提供

商贸类区域外面摆放着的商品。 记者
李楠楠 摄

创业园中的训练营理论学习。 记者 李
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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