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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店店为为轮轮椅椅小小伙伙插插上上翅翅膀膀
销售医疗器械年营业额630万，还带37名残疾人学员走上创业路

参参加加创创业业大大赛赛，，项项目目获获认认可可才才启启动动

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毕作
锋的创业思路是令人佩服的。

“我觉得毕总有很多理念都非常
超前，他能从自身的经历出发，
让医疗器械更符合使用者需
求。”唐萌是毕作锋的总经理助
理，去年他从韩国回到淄博，从
媒体上了解了毕作锋的事迹后，
便独自来应聘，他说自己是被毕
作锋所开拓的领域吸引而来。

毕作锋曾经多次带着自己
的创业项目参加不同类型的创
业大赛，而其中关于医疗器械服

务、山东农家乐旅游等方面的创
意，得到了许多专家评委的认
可。“也正是在获得这些认可之
后，我们才决定启动这些项目。”
毕作锋说。

“毕作锋有几个优势，第一
他非常关注当前的热点，顺应当
前电子商务的趋势，他的团队在
微信、淘宝、医疗器械等方面拥
有很多资源；第二，目前政府方
面对他的支持力度也在逐渐增
强；第三，他本人非常敬业，也非
常好学，我常常发现，忙碌一天

之后，他晚上还会找时间看书写
一些东西。”桓台县残疾人劳动
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伊超说。

“电商孵化中心和具体业
务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动，孵
化中心所培养出的人才，可通
过新成立的公司安排就业。”伊
超表示，电子商务是非常适合
残疾人的创业和就业领域，在
他的预测中，毕作锋和他的团
队在3-5年间，或许可以发展成
为具有较大规模的电商运营企
业。 本报记者 刘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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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故事

一场车祸

改变人生轨迹

毕作锋的工作地点在老家淄
博桓台的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一
进入中心的六楼，墙上悬挂着许多
时尚新颖的网页图片，这些都是毕
作锋和他的学员为企业设计的电
商营销方案。对毕作锋来说，他从
来没有想到电商可以为残疾人群
体提供这样的平台。

2002年，毕作锋毕业后在济南
一家家庭装饰设计公司就职，在积
累了一定经验后，2006年初，他从
济南回到淄博创立自己的设计公
司开始创业。虽然有些艰难，但是
事业蒸蒸日上。然而2007年6月，一
场车祸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被
诊断为胸椎9、10节骨折高位截瘫，
下半生只能与轮椅作伴，而这时他
才新婚不久。“当我得知这个结果
时，整个人天晕地转。”毕作锋在修
养期间几乎足不出户，日益闭塞的
生活和不断增加的医疗成本让他
意识到，妥协于车祸所造成的灾
难，只会让他变成别人的负担。在
此期间，他强忍着痛苦，向妻子提
出了离婚。离婚后妻子并未抛弃
他，而是照顾他直到他从车祸的阴
影中走出来。2012年，毕作锋重新
振作，这次他选择了电子商务。

亏损的实体店

搬到网上复活了

之所以选择电子商务，还有一
段故事。2007年前后，毕作锋在住
院期间用2000元左右的资金开设
了网店，代理深圳一手机品牌。他
发现，不能行动意味着他在网上的
时间比普通人长，电商是一个可以
适合他创业的新领域。他最好的业
绩是每天卖出4-5部手机，从中提
取100元左右的差价。

2011年，毕作锋决定将创业项
目定为医疗器械。住院期间，毕作
锋发现，许多帮助残疾人康复的医
疗器械并不完全适合患者需要，而
自己购买，又往往面临高价难题。
那年，他回到淄博桓台老家后，四
处筹钱，以16万元的启动资金创办
了一家医疗器械实体店。

没想到，实体店的运营并不如
意，一个月不到两千元的收入根本
支付不起员工工资和房租。这样的
困境持续了整整一年。2012年4月，
毕作锋尝试着将医疗器械网上销
售，希望做最后一搏。“经营很快发
生扭转，每月销售额能达到一万多
元，那时候我才发现，电商是一个
具有重大潜力的平台。”毕作锋回
忆说。

在经营电商的同时，毕作锋认
识了几个医疗器械生产厂家。他与
厂家进行产品性能方面的直接沟
通，更有说服力。根据他的修改建
议，几个厂家对锻炼设备、生活用
品等多种医疗器械进行了修改，且
价格比国外产品更为实惠。利用此
模式，他所代理的多款医疗器械名
列淘宝销售榜前列，年销售曾达到
160万元。

帮其他残疾人网上淘金

毕作锋自主创业的名气渐
渐在病友中传开，当地残联机
构认为他的创业经验很可贵，
希望他能够带动一批残疾人自
主创业。毕作锋决定先在公司
接收残疾人实习。

2012年，经过残联介绍，患
有小儿麻痹症的吕光（化名）来
到毕作锋的迈卓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吕光是一个头脑非常灵
活的年轻人，他很快学会了网
店运营技巧。吕光萌生自己开
网店的想法，这时他想起家里
种着一种有名的土特产桓台须

毛山药。每年父母都会操心如
何卖个好价钱。2012年下半年，
吕光尝试在网上卖这种山药。
卖出了名气。“去年一个冬天，
销售额大概有两万多。倘若没
有电子商务，这在以前是根本
不会出现的。”吕光说。

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张
学（化名）也在毕作锋网店学
习淘宝客服销售。半年之后，
他被桓台一家电商运营公司
聘用，专门从事销售。“现在
月工资大概四千多，基本工
作就是和买家交流，为公司

制定销售策略等。”张学得以
独立生活。

“既然像我们这样的情况
都可以自立自强，别人也可
以。”2013年在桓台县残联支
持下，毕作锋牵头成立了桓
台县残疾人网络创业孵化中
心，专门针对残疾人进行电
商创业培训，免费教授淘宝
电商、淘宝美工、销售等各个
方面的技能。截止到目前，中
心已经接收了4期71名学员，
而其中有37名学员已经学成
就业或者创业。

每晚回家都要深夜十一二点

毕作锋目前运营着3个电
商公司，年销售额已达630万
元。不过随着电商孵化中心学
员不断增加，毕作锋及其团队
也面临消化就业的难题。毕作
锋的电商孵化中心是非盈利机
构，他在和几名合伙人及专家
探讨后，决定新开5个公司，经
营范围涉及山东土特产、旅游、
淘宝电商业务托管及残疾人康
复医疗等。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有了新
公司，经营场地却受局限。“我们
已经向桓台县及淄博市政府提
出了申请，希望能得到政府支
持，进一步扩大孵化中心及几个
就业单位的场所。”不过，这块场
地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

为了克服当前的困境，毕
作锋把全部身心投入事业之
中。每天八点出门，东奔西跑之
后，再回办公室起草各种文件，
处理公司的众多日常事务。其
间不仅要克服行动不便的阻
碍，还要忍受褥疮带来的痛苦。
在他母亲的记忆里，他回家基
本都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我们
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只是怕他
累坏身体。”毕作锋的母亲已经
年过六十，对她来说，儿子的自
立自强让她自豪，也让她心疼。

“我对电商行业很有信心
的，对于像我们这样无法从事
劳动却又希望有一份体面高收
入职业的人，它简直就是一双
翅膀。”毕作锋说。

8年前的一场车祸
使毕作锋高位截瘫，但
不甘心于一事无成，他
开始利用电商创业，所
销售的医疗器械长期居
于淘宝销售榜前列。几
年后，他在当地残联的
帮助下，成立残疾人网
络创业孵化中心，带动
37名残疾人学员实现创
业。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毕
作锋在教
室里做培
训。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经过网络创业孵化中心的培训，一些学员已经可以承包淘宝
美工等工作。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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