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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高高位位截截瘫瘫
到到电电商商达达人人
烟台残疾小伙李冬
网上日售海参两三万元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三个电商平台上
日均成交十几单

每天早上8点，李冬都会
准时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

“店小二”生活。“开机查看前
一天的发货情况，理货，看订
单以及联系发货。”李冬说，他
还要时刻关注平台群里的促
销动态，“忙完这些还要及时
回复买家的留言，做到40秒内
必须有回复。很多买海参的买
家都来自内陆城市，大都需要
手把手地给他们讲解海参如
何发泡、制作等细节。只要打
开电脑，基本闲不着。下午有
空闲还要上运营培训课程。电
商竞争也很激烈，不学习，就
会落后。一天中最忙的时候是
晚饭后，那时候客流量最大，
一直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

“我做电商的竞争优势就
是保证品质和服务，薄利多
销。做到同等品质下，全网最
低价。”李冬说，现在网上回头
客很多。

李冬在淘宝网上主要销
售干海参、鱿鱼丝及烤鱼片等
产品，还注册了“参情湾”品牌
商标。在京东商城及顺联动力
微商平台上，也有李冬的商
铺。他在京东商城上的店铺，
还得到了京东老总刘强东的
关注和支持。李冬说，现在三
个平台上的网店每天平均成
交十几单，销售额平均在两三
万元。

遭遇车祸截瘫
也曾绝望无助

李冬说，现在的生意基本
步入正轨了，但遭遇车祸手术

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很消
沉，也曾绝望过。2000年7月，
朋友载着李冬开车去蓬莱办
事时，路上一辆大货车刹车失
灵，撞翻了他们的车，李冬昏
迷不醒。等他醒来的时候，已
经躺在了烟台山医院的病床
上。当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
时，才发现腿已经没有了。一
场车祸让他从此高位截瘫。

由于经济困难，李冬住院
27天后就出院了，一家三口租
住在福山区一间十多平米的
小房子里。“房租是200块一个
月。不夸张地说，那时候我母
亲连块肉都不舍得买，就算买
他们也不吃，都留给我。”李冬
说，“刚出院那段时间，还经常
埋怨父母不该救我，现在这样
还不如死了。但后来看到父母
的辛苦和付出，我觉得我不能
这样消沉下去，就算为父母
活，也要活出个样来。”

“是父母和我的铁哥们儿
一直鼓励我，让我重拾对生活
的信心。”李冬说，他最开心的
事情就是朋友们没事的时候
来找他玩，和他讲讲外面的世
界。2015年，一位朋友的一句
话让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朋友说，现在互联网这么火，
你虽然不能动，但是可以在网
上开店啊。”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一
开始开了一个卖面膜的店，由
于没有经验并且没有一手货
源，最后失败了。”李冬并没有
气馁，而是吸取教训，第二次
开店他选择了卖烟台本地特
产海参。幸运的是，两个本地
做海参的龙头企业愿意帮他，
他可以从源头发货。

“等有能力了，
我也想帮助别人”

虽然身体截瘫，但谈到现
在的生活，李冬说他很满意。

“虽然遭遇了不幸，但我赶上
了好时代。”李冬说，他从困难
中走出来，遇到了“贵人”。

“我说的‘贵人’，不是一
个人，而是很多人，包括各级
政府部门以及好多好心人和
热心人。”李冬说，他出事后，
丧失了劳动能力，父母都七十
多岁了，并且患有糖尿病，需
要打胰岛素。父母两个人的退
休金加起来只有3000多元，除
了一家三口的吃喝，剩下的几
乎都用来买药了。“这时候，政
府廉租房的政策无疑是雪中
送炭。2004年，我们家住进了
政府分配的廉租房，为我网上
创业提供了条件。”李冬说，

“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我
的情况后，经常来帮忙，给我
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

“区民政局吕谦厚大哥和
残联义工韩大哥帮我联系创
业项目，寻找货源，对我帮助
很大。在我第一次创业失败打
退堂鼓的时候，他们及时来开
导帮助我，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走不到今天。”李冬说。

“这小小的电脑，就是我
大大的梦想。我希望可以自食
其力，不再让父母养我，他们
这辈子为我操碎了心。”李冬
说，“现在生活有奔头有盼头。
希望我的小店越做越大，好让
父母享享清福。等有能力了，
我也想去帮助别人。”

一张特制的桌子，一台电
脑，一大杯水，每天超过12个小
时的忙碌……这就是烟台41岁
高位截瘫青年李冬的创业生
活。“虽然每天很累，但从苦闷
迷茫到重新开始，感觉现在的
生活有奔头，有盼头。”李冬说，

“我虽然遭遇不幸，但庆幸赶上
了好时代。”

每天李冬都要守候在电脑屏幕前忙碌12个小时以上，客服、运营、推广

全部一个人。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扫码看截瘫青年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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