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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人物

访菏泽乡韵鲁锦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丹

屡屡败败屡屡战战的的创创业业狂狂人人
文/片 本报记者 袁慧

牡丹区李村镇人赵丹正值知天命之年。高中毕业后，赵
丹回乡务农，不甘心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他，开始创业，
摸爬滚打13年，尝试无数创业项目，经历无数失败后，于
2007年注册了菏泽市乡韵鲁锦纺织品有限公司，并将公司
做大做强。

近日，赵丹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其创业故事，希望有志
于创业的年轻人能从他身上学到敢想敢干、永不放弃、开
拓进取之精神。

首次创业>>仅有的100元砸了

1983年，赵丹高中毕业回原
籍务农，1984年参加了成人高
考，并有了创业念头。他发现农
村有人养殖长毛兔，经过权衡，
仅有100元本钱的他也决定养
殖。待他养的兔子产下小兔准备
出售时，专业人员告诉他并不是
长毛兔，只是普通的家兔。赵丹
的第一次“创业”失败了。

1985年，赵丹从收音机上
听到，国内从美国引进了一个
新的蛋鸡品种，当时没有资金
的他，便想法说服了几个村人

朋友和他合伙投资养殖。
靠着养鸡手册，他自己配

饲料、做防疫，后来蛋鸡的成活
率极高，产蛋率也很高。

这次成功更加激发了赵丹
的创业经商热情。1986年，他承
包了几亩地搞起塑料大棚，种
植蔬菜、养殖蚯蚓等。1987年，
他干起了食品加工厂，每天往
菏泽市区供货。1993年，发现往
返菏泽市区的人越来越多，而
交通却非常不便，他又买了柴
油三轮搞起了客运业务。

经营惨败>>却加大投入改进工艺

1994年到2007年间，赵丹
步步为营，积累着经验和财富。
并在2007年注册了菏泽市乡韵
鲁锦纺织品有限公司。

然而，由于没有做企业的
经验，市场的销售和之前的研
判，根本不是一回事，家庭作坊
式的生产模式，产品花色单一，

质量基本无法控制，第一年赵
丹便赔掉了150万，合伙人也失
去信心撤资，使得公司陷入进
退两难的境地。

痛定思痛。赵丹认为想
要使企业走出低谷，必须加
大投入，引进先进生产设备
和模式，改进工艺。资金从哪

成为创业导师>>希望创业者少走弯路

在赵丹的努力下，如今的菏
泽市乡韵鲁锦纺织品有限公司已
经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全国规模型鲁锦织造商。公司
产品包括：粗布床品件套、机纺纱

衬衫、竹纤维等粗布织锦系列370
多个品种，上千个花色，并已和国
内外20多个纺织业集团公司，东
华大学、上海纺织学院、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浙江纺绸学院等高校

强强联手。目前，产品远销东南
亚、美国等国外市场。

不愿意后辈创业者像他一样多
走弯路，赵丹还加入了菏泽市创业
促进会，成为菏泽市YBC创业导师。

儿来？赵丹狠心卖掉了包括市区
的三套房子在内的所有资产，并
贷款200多万元，开始招聘人才，
更新改造设备，研发新的品种和

花色，做好市场定位和布局，整
合市场。

“那段日子，我每天要工作
1 8个小时以上。”赵丹说，上天

不负有心人，到了 2 0 0 9 年 7 月
份，从家庭作坊式向正规化企
业转变的公司开始扭亏为盈走
出困境。

“在成功的道路上，你没有耐心去等待成功的到来，那么，你只好用一生
的耐心去面对失败。”在青年创业培训班上，他常说，谁都不能一口就把饭吃
下，也不能一口吃出个胖子来，创业一定要有耐心，他告诫有创业想法的年轻
人，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又没有经商经验，最好从传统的行业领域开始发展，
并且要寻找社会适应面广的，消费群体大的项目来做。

鹃创业鹃
鹃心语鹃

赵丹和他公司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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