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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小伙开起济南首家3D打印店
尽管目前生意不好，但他仍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张涛

公司成立了，现实却
给高长涛出了一个很大的
难题。公司已经成立近三
个月了，却仍未做成一单
生意。

“3D打印技术是新兴
事物，国内以前几乎没有人
听说过，产品打不出去，现
在公司面临的瓶颈就是开
拓市场遇到的难度。”高长
涛说，现在公司正处于宣
传期，使更多的人能够了
解、接受这一新兴产业是
关键。

高长涛介绍，目前公司
主要是向外出售 3D 打印
机并提供指导和维修，同
时根据消费者要求做一些
如个性化手机面板等实物
模型。

他有个想法，就是打
印孩子们的“想象力”。“这
是我和同事们下一步着力
开拓的市场计划！”让孩子
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画出
自己梦想的事物，我们用
3 D打印技术让它变成现
实。

3D打印技术又称三维
打印技术，是指通过可以

“打印”出真实物体的3D打
印技术，采用分层加工、叠
加成形的方式逐层增加材
料来生成3D实体。3D打印
技术最突出的优点是无需
机械加工或模具，就能直接
从计算机图形数据中生成
任何形状的物体，从而极大
地缩短产品的研制周期，提
高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本报济南 5月 3 0日讯
（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张
涛） 面对就业，眼下有不
少大学生另辟蹊径，决定自
主创业。但历下区创业指导
团专家郝俊美说，大学生创
业缺乏明确的意向，仅有一
半能发展下去。

今年历下区人社局、工
商局和专家评估团经过走
访，决定资金扶持三家大学
生创业项目。历下区创业指
导团专家郝俊美说，今年有
很多大学生创业者来申报扶
持资金，但仅有8组能够入
围。

郝俊美说，现在大学生
自主创业是一个新潮，但其
中盲目追随者居多。“在我所
接触的大学生中，约有20%有
明确的创业意向。仅有一半
的学生能够将创业项目很
好地发展下去。”

“有的学生大学里没有
工作经验，毕业后也仅凭一
腔热情自主创业，这样往往
会跌跟头。”郝俊美说。她建
议大学生创业时一定要慎
重定位，最好选择那些门槛
低、投入少的项目。

本报济南5月30日讯
(记者 王倩 王光营
通讯员 张宗胜) 29日，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两名
大学生到济南旅游路南
佛慧山拍照，天渐渐黑下
来，两人却在山上迷了路。
幸亏两人用手机灯光发出
求救信号，消防人员搜寻4
个多小时才将两人救出。

29日晚上9点多钟，
家住燕翔路上的房先生
透过卧室的窗户看到南
面山上有灯光在闪动，他
当时并没有在意。20分
钟后，房先生发现山上的
灯光仍旧在闪动，还是在
之前那个位置，房先生赶
紧拿来家中的手电筒，跑
到阳台上朝着有灯光的
山上有节奏地闪动。

很快，山上的灯光似
乎注意到了房先生的灯
光，并随着房先生灯光的
节奏互闪，接着山上传来
了喊叫声。“我虽然没听

明白喊的什么，但是我确
定是有人被困在山上了，
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济南历下消防千佛
山中队副队长李兵介绍，
被困人员位于垂直悬崖
的中间狭窄地段，很难接
近。其中有一次，他们来
到一片悬崖下，与被困人
员的直线距离30米，但他
们也只能另寻其它道路。

消防人员钻树林、爬
悬崖，30日凌晨两点多
钟，最终找到了被困人
员，当时两名被困的学生
还在用手机的手电筒模
式发求救信号。凌晨4点
钟，救援人员将被困人员
带到山下。

据了解，这两名被困
人员29日下午带着相机
到山上拍落日。天色渐渐
暗下来，两人找不到回去
的道路，反而越走越往山
里，无奈之下才想到用手
机打出求救灯光信号。

30平米的工作室，两台3D打印机，一张办公

桌，3个员工，这是济南小伙高长涛创立的济南

首家3D打印店。为了实现创业梦，今年3月，高长

涛在济南注册成立了“3D”打印公司，尽管开店

近仨月还没做成一单生意，但他对公司前景十

分有信心。

29日，在位于华强电
子世界3D打印店内，高
长涛正在打印机旁忙碌
着。他告诉记者，2007年
他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
工作，2012年，他到朋友
办公室让其帮忙买一个
飞机模型，没想到朋友竟
说他自己就能生产，几个
小时后他真的在办公室
里的一台机器里做出来
了一台飞机模型。高长涛
感到既惊奇又兴奋，几经
询问才知道这台机器叫
3D打印机。

“当时我就着迷了！”
高长涛立刻托朋友在国
外买了一台，“躲”在家里
反复琢磨并向国外专家
学习建模原理、操作步

骤。之后他又到广东、深
圳以及国外的一些大城
市考察，他发现3D打印
机在国内还几乎是个空
白。

“如果引进国内，一
定反应很强烈！”他决定
用3D打印来创业。高长
涛此前有一家与朋友合
办的手机APP公司，他想
说服合伙人卖掉公司投
资“3D”打印行业，但合
伙人几经考虑还是拒绝
了他的提议。

高长涛创业心切，他
撤出了在原公司的全部
股份，只身来到老家济南
选址、注册、筹资，最终在
今年3月份，在济南成立了
第一家“3D”打印公司。

29日，在华强电子世界E
栋8楼，高长涛正在打印机旁
忙碌着，这台打印机是一个边
长约50厘米的立方体，看起来
像个微波炉。他把十几根红色
的塑料条放到机器上部的料盒
中，按一下按钮，机器内的高温
高压装置将塑料熔化成液体并
喷涂在底部的建模托盘上，一
层一层叠加，过了十几分钟，塑
料条竟然逐渐变成了一个精

致的龙爪，十分逼真。
高长涛说，这个龙爪是

他自己设计的，他经常按照
自己的想法，创作出模型，再
通过3D打印机制造出来。高
长涛办公桌上的变形金刚、
小怪兽、佛像等小饰品都是
他通过打印机做出来的。

高长涛说，他小时候特
别喜欢动漫，现在自己随意
想象，花一两个小时就可把

自己喜欢的动漫形象打印出
来，很有一番成就感。“有一
次办公室的门上破了个洞，
我就打印了两个龙头放在上
面，足不出户就解决了请装
修公司的麻烦。”

还有一次，他把一个小
学生随手画的一个小动物，
通过电脑建模成功地做了出
来，并送给了这个孩子，孩子
显得很兴奋。

夜晚被困山上
手机闪光求助
两大学生安全获救

缘起
心仪的航模竟被打印出来

神奇
按下按钮，塑料条变小饰品

难题
开店仨月了

一桩买卖没做成

格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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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

盲目跟风者不少

30日，高长涛(右)和同事在办公室研究3D打印
机。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消防人员带人下山。（消防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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