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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团省委四
部门共同主办的河南省大学生自主创业先进典型巡回报
告，在河南科技大学举行。在报告会上，6名我省高校毕
业生自主创业的杰出代表，与我市各高校学生分享了自
己的创业经历、心得和建议，记者从中选取了3名创业典
型进行了采访，希望他们的经历能给现在正在创业的大
学生以启迪。

王洋洋：创业首选自己熟悉的领域

凭借无土草坪的创意概念，他获得了100万元的天
使投资。洛阳小伙王洋洋的三次创业经历告诉大家，大
学生创业要首选熟悉的领域。

王洋洋2008年从河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
物营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2006年，刚读研究生时，王洋洋看到学院经常举行各
种晚会，需要音响设备，便和同学打起了音响租赁的主
意。学校共12个学院，每年30场晚会，以每场晚会200
元利润计算，每年净利润非常可观。然而，市场开拓比他
想象得要难，王洋洋的第一次创业，以勉强收回成本告终。

2007年，王洋洋成立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从香港、
新加坡邀请知名讲师为本地企业进行成本控制方面的培
训，但最终因公司发生严重亏损、入不敷出而告终。

毕业后，经过冷静分析，王洋洋认识到，创业需要到
自己熟悉的领域开拓。结合自己的专业，王洋洋看到了
无土草坪的巨大商机。由于是新兴产业，公司在初期处
境尤为艰难，但通过创新营销模式打开了市场：“我们找
了40名大学生，把无土草坪穿在身上，到人多的地方去，
迅速引起了媒体注意。”后来，他把无土草坪应用在草坪
婚礼、屋顶绿化、空中花园、立体化绿化等业务，公司也成
为郑州高新区“新三板”上市后备企业。

刘俊森：让跨学科知识成为核心竞争力

能给智能手机实现无线充电的充电器、横向行走的
微型电动汽车……这些不是某个大型跨国公司的概念产
品，而是在校生刘俊森即将推向市场的发明。刘俊森是
河南科技学院在校大学生，今年毕业。他走的是一条以
发明带动创业之路。

初中阶段，刘俊森就曾发明一台可快速收获花生的
农机“花生犁”，并以5000元转让给当地工厂。在校期
间，他的发明设计项目有30余项，包括笔记本防盗电脑
桌、双层多功能餐盘、无线供电降温搅拌水杯……其中
10项成功申请了国家专利，并多次在省内外科技、创业
竞赛中获奖。

2012年5月，刘俊森在大学创业基地创办了鑫森教
学仪器经营部，专注教学仪器产品销售、维修和开发。近
一年来，公司业绩稳步上升，现有员工4名，月营业额平
均5万元，半年累计营业额达到40多万元。

刘俊森认为，牢固掌握跨学科知识和技能是大学生
创业成功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刘俊森公司的设计制造的
4 个自动化温室已在该学院使用。“建造一个自动化温
室，不仅需要对植物习性充分了解，还需要机械电子、计
算机、软件等方面的技能，而这些我一个人就能胜任。于
是，同样的产品，我的报价就会比其他公司的要低。”他建
议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多了解所学专业以外的知识。

江毅：不妨先就业后创业

三门峡小伙江毅2010年毕业于安阳师范学院体育
学院。毕业后，他曾在保险公司、培训学校工作过。在一
家管理咨询公司做了几个月，学习到企业管理模式和先
进的管理理念后，2010年11月，他在安阳成立了管理咨
询公司。

公司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江毅在经过详细市场
分析后认为，公司存在市场认知度不高的劣势，于是他便
迅速转变经营模式：通过和成熟企业合作，采用“借鸡生
蛋”“借船出海”的商业模式，接到几单生意使公司走出了
困境。

如今，江毅的公司主要为企事业单位进行打造团队训
练，为大、中、小学进行素质提升训练等，现有专兼职员工20
多人，是豫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户外体验式培训机构。

“大学生缺乏人脉、经验，毕业之后可以选择先就业，
积累社会经验，再择机创业也是一个好的选择。”他说。

本报见习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扈孟德

缺乏人脉、资金和经验——

大学生创业
如何另辟蹊径

身残志坚，花甲老人数十载苦学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谁都可以了不起

近日，偃师市山化镇王窑村
的王现邦顺利拿到执业医师资格
证书，数十载苦学终有所成，手
捧证书，他不禁热泪盈眶。61 岁
通过医师资格考试，亲友与同行
纷纷为其竖起大拇指，他持之以
恒的精神印证了“有梦想谁都可
以了不起”。

提起王现邦，山化镇的许多村民都知
晓，因为他医术精湛，为人厚道；此外，也因
他几十年苦习医术的钻劲儿。

王现邦出生于1952年，两三岁时因为
发烧，落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虽然身有
残疾，但他学习很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前
茅。初一时，因为身体的原因，他不得不离
开校园，这让他至今仍耿耿于怀。辍学在
家的他到处借阅书籍，特别是感兴趣的医
学类书籍，更是废寝忘食地研读，也就从那
时起，他心里埋下了行医的种子。

1972 年，得知村里的卫生室缺人手，
王现邦赶忙申请加入，帮助大夫写药方、
为病人抓药等。在卫生室里，他通过如
饥似渴地学习和实践，考取了赤脚医生
证。1982 年，他以乡里第一的成绩考取
了乡村医生行医资格证。

因为家庭贫穷，王现邦的几位亲友身
患疾病却无钱医治；25 岁时，他的父母也
相继去世。自身的残疾和亲人的病痛让他
更加坚定了学医济世的想法。

1985 年，村卫生室改革，医疗经验
已经很丰富的王现邦开始着手准备另
起炉灶。第二年，他的个人诊所开张，
开始了新的行医之路。

对于只上过7年学的王现邦来说，学历
低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个疙瘩。为了能掌握
更深的医学理论，1986年，他报考了北京的
一所函授大学，4年后，他顺利拿到毕业证
书之时，却被告知该证书不被教育部承
认。他又听取了老师的建议，走上自学考
试的道路，这一走，又是7年。

那些年，王现邦曾因数科久久未过而
苦恼不已，一度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在亲
友的鼓励下迎难而上。

最终，王现邦在 1997 年拿到大专文
凭，那时，他已45岁。

多年来，王现邦坚持学习，身残志坚
的精神感染了许多人。他的恩师湖南省
中医药研究院的孙光荣教授曾多次写信
勉励其：“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艰为
必成”。

学历的事才下心头，又有一件事泛上王现邦的心头：想要
治病救人，诊所就要一直开下去，但必须得有执业医师资格
证，这才算得上“正规军”。

当时，一些亲友得知王现邦要考执业医师资格证，劝他不
要再折腾，年纪也不轻了，还要多为生计考虑。那时，他已经
干了20多年的乡村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去诊所求诊的
人也很多，但他还是选择坚持报考助理医师资格证。

通向成功的道路通常不是一帆风顺的。助理医师资格
证，他先后考了3次。实践操作能力突出的他，每次都是顺利
通过技能考试，但在笔试环节因差几分失利。

那时，为了考试，除了为村民看病外，其余的时间他都用
在了复习上，上千页的复习资料都被翻烂了。为了更好地吃
透理论知识，王现邦到城里的医院实习，一年半的时间，他不
断往返于医院与诊所。当他第三次走进考场时，通过了考试。

有了助理医师资格证，就有了考执业医师资格证的条
件。2011年，王现邦第一次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差了18
分。他依旧是不服输的劲头，2012年，再次走进考场，王现邦
依旧自信满满，结果如人所愿。

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大多为医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
且每年的通过率并不高，有些年份甚至只有20%。61岁的王
现邦能励志实现梦想的事迹，让许多业内人士称赞不已。

市卫生培训考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现邦
是我市目前为止通过考试的年龄最大的一位，他花甲之年
还能坚持学习并通过考试确实不易，值得同行们特别是年
轻人学习。

本报记者 鲁博 文/图

身残辍学
从小立志行医济世

前行不止 广施仁术甘于清贫

因为家中贫困和身体残疾，王现邦至今仍是单身。父母离
世后，兄弟4人相依为命。虽然不住在一处，但兄弟们对他的
照顾和勉励从未停止过。

“我大哥常对我说，既然干了这行，就不要多想名利，救死
扶伤，比挣多少钱强。”王现邦说，他一直将“非我所有，丝毫莫
取，与人为善，普救天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在多年的乡村医生工作中，他从来都是让病人尽可能地
少花钱。遇到困难户，他常常免费看病开药。“王大夫开药从来
都是最便宜的，而且效果还好。”村民王维贤说。

多年前，邻村一位身有残疾的老人前来求诊，等到看完病
抓药时，老人面露难色，王现邦见状还是按病情开方取药，走
时，他又塞给老人几十块钱。“我也是残疾人，生活的艰辛我感
同身受，能帮一点是一点。”他说，从诊所开张到现在，已记不

清佘了多少账。
正因为如此，尽管开有诊所，但他的生活依然不富裕。

当时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他是揣着几个干馍、背着军用水壶
度过的。

在生活中王现邦烟酒不沾，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虽然挣
得不多，除了生活必需品，他将收入大都用到了买医书上，每
本书上，他都密密麻麻做着记录。

如今，很多年轻人知道了他的励志故事慕名登门讨教，而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活一天，干一天，学一天，只要有
梦想，谁都可以年轻。”

面对未来，王现邦说他还面临许多业务上的难题，需要继
续学习。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写一本书，将这些年遇到的疑
难病症和解决方法记录下来，能为后人留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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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想

王现邦在抓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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