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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周承鹏毕业开起数码商店

“专家不看好，我也要坚持”
本报记者 侯文强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于复德 王婧)

甩手去够放在柜顶上的鞋，却

不慎肩关节脱臼。19日中午，家

住南通路的隋女士被紧急送往

毓璜顶医院，经诊断，医生表示，

隋女士由于之前6次脱臼，已经

成习惯性脱臼，需手术修复关节

破损结构。

1 9 日，记者见到隋女士

时，她右胳膊上端畸形，疼得

直咬牙关，头上直冒汗，脸色

也惨白，差点就要昏过去。急

诊大夫见状，立即给隋女士拍

了X光片，之后利用手牵脚蹬

复位法，将隋女士脱位的肩关

节给复位。事后，稍减疼痛的

隋女士这才有力气告诉记者，

她之前已经脱臼过6次，每次

自己都可以复位，然而这回，

她仅仅是想够到放在柜顶上

的棉鞋来着，没想到一甩手的

功夫，关节就脱位了。

毓璜顶医院脊柱骨科副主

任医师郝永强表示，隋女士由于

反复脱臼，形成了习惯性脱臼，

以至于这次完全脱位，而使得脱

臼部位部分关节囊和韧带松弛，

形成缺口。所以需要手术修复这

些破损的结构，才有可能避免此

事不再发生。郝主任提到，这种

习惯性脱臼一般多发生在青壮

年身上。

伸手去够鞋

肩膀竟脱臼

烟台三中举办

科技艺术节

18日上午，烟台三中第三届

科技艺术节在芝罘区儿童影剧
院举行。据了解，此次才艺展示
都是学生自愿报名参加，表演的

节目有大合唱、乐器演奏、诗歌

朗诵、太极与街舞表演等。在此

之前，该校已经组织了关于科技

艺术节开幕仪式、学生科技作品

展及现场创意比赛、艺术讲座等

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魏衍艳 通讯
员 盖艳芹 摄影报道

在中国青年国际创业计划15日评出的烟台首批七名创业

青年中，由于北京复审专家对他的创业项目并不看好，周承鹏

只获得了创业导师辅导，并没有获得创业资金扶持。但周承鹏

却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即使专家不看好，他也要坚持。

支持、阻力都来自父母

大四毕业找工作时，凭着

父母的一万块钱和东拼西凑的

钱，周承鹏开起了自己的数码

科技商店，主营数码相机、手表

和智能手机。

在创业的过程中，周承鹏最

大的支持来自父母，最大的阻力

也来自父母。他爸爸妈妈老觉得

儿子这么干不是个事儿，读完大

学怎么又去干个体了呢！

2009年是毕业头一年，父母

三天两头的让他回老家参加考

试，先考事业编，再考公务员，有

时候一些大公司招工考试也让

他回去参加。但周承鹏创业忙得

脚不沾地，压根就没往这上边使

劲，考试都给弄砸了，最后干金

融投资行业的周父急了，让周承

鹏回家跟着他干。

不过看着自己每天都能做

成几笔生意，创业之初的设想

慢慢变成现实，周承鹏就告诉

自己肯定可以坚持下来，日子

就在否定、坚持和发展过程中

慢慢走过，直到他在今年年初

遇到转机。

数码小店走上正轨

度过了难熬的2009年，周承

鹏的运气来了，货源和市场都被

他搞定，挣到的钱已经能够让他

的小店维持运转并慢慢扩大。

在刚开始创业的前半

年，周承鹏拿到的货其实过

了好几道手，并不是市场最

低价格，这让他在竞争上很

被动。他自己思考其中的关
系，终于在众多的批发商中

找到了“源头”。

搞定货源是最关键的，周

承鹏对市场开拓方面并不是

很担心，他在大学里就一直开

始做数码科技的买卖，已经在

烟台圈子里积累了不小的名

气和客源，而且网上的淘宝店

也能给他带来一些生意。“生

意很小，但赚的比参加工作的

同学多些。”

如今周承鹏的小店已经

走上正轨，雇了两个助理，但

他谈及未来时还是不满足。周

承鹏的不满足主要来自他的

一位学长——— 都是做数码科

技营销行业，对方只比他早一
年毕业，却已经攒下了百万身

家。他在没事的时候经常去拜

访这位学长，学习对方的经营

之道：“学长的经营之道可以
学习，另外我自己还有许多的

创业想法。”

创
业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