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乡青年开启
“互联网+农业”新模式

孔博

如今， “创业” 已经成为大众关
注的热词。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在岗位上是
优秀职工， 工作出色； 面对机会， 他
们勇于把握机遇， 敢于塑造全新的自
己———创业。 近日， 本报记者走访了
五位职工创业者， 倾听了他们的创业
故事。 这里既有他们创业历程的艰辛，
也有他们创业中总结的经验 、 教训 ，
更有在创业中实现自身价值给他们带
来的精神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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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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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头、 小眼睛、 一副无框的眼镜很低调、 一
米八左右的大个子……第一次见到孔博， 看起来
并不起眼的外表、 低调、 勤恳努力的态度， 让人
很难想象， 他已经是一个拥有40多名职工、 年销
售额超过千万的企业老板。

孔博1986年出生在密云河南寨镇两河村， 毕
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他的创业项目是时下比较流
行的一种， 叫做 “互联网+农业”。 而他起步的
契机正好是被称为电商产业发展元年的2012年。

这一年， 已经在北京市区一家外企工作三年
时间的孔博， 放弃了年薪超过11万的好工作， 决
心回家乡做事业。 “我是密云人， 在市区工作，
只能租房子。 结婚后， 我在密云买了房子， 上下
班共计4个多小时的车程， 让我觉得疲惫， 又浪
费时间。” 回想起当年下定决心返乡创业时候的
心情， 孔博笑着说， “年轻， 敢想敢干， 所以我
就开始了。”

在创业项目开始前， 孔博也做了大量的市场
调查工作。 密云是北京市重要水源地之一， 具有
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 优质农产品资源丰富。 但
孔博发现， 因受到交通不便、 观念落后及销售渠
道局限等因素制约， 优质的产品却往往不能实现
应有的价值。

“我对自己选择的创业项目还是非常有信心
的。 所以和妻子一起辞职，回家干农业。 ”孔博说，
虽然创业之初也听到了家人和朋友质疑的声音，
但“蜜农人家网店”还是登陆网络电商平台。

创办网店之后， 孔博就在农村老家附近村子
里进行采购， 然后通过网店进行销售。 因为没有
做生意的实战经验， 孔博只能慢慢摸索着干。 为
了聚集人气， 他还代销过密云一家老品牌方便
面。 “卖别人的品牌， 总是受到很多局限， 所以
后来我决定做自己的品牌。” 孔博说， 后来他成
立了北京密农人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开始打造
自己的 “密农人家” 品牌。

“我们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产生订单， 然
后按需从合作农户那里采购优质无公害蔬菜、 禽
蛋肉类、 特色水果杂粮等， 进行检验、 加工、 包
装后， 快递给消费者， 这是主要的运作模式。”
孔博告诉记者， 看似并不复杂的过程， 其实倾注
了他们很多心血。

走在公司的文化墙前面， 孔博指着一些照片
告诉记者， 从开始坐公交车收菜， 到后来拥有了
第一辆电动车， 而现如今公司已经配备了4辆货
车去收菜。 这些照片背后是他和他的团队坚持不
懈的努力。

如何确保产品质量和品质， 如何做到优质服
务等一系列问题， 都在随着发展慢慢破解。 回想

起创业之初至今， 不善言谈的孔博没有说什么艰辛
与困苦， 他把过程的难， 归结为自己做的不够完
善， 不够好。

所以， 在品质要求方面， 孔博鼓励和支持农户
种植高品质的蔬菜 ， 他高价收购这些高品质蔬
菜 ， 通过技术支持和检测 ， 来确保自己的优质
品牌 。 现如今 ， 密农人家以北京市场为核心 ，
辐 射 天 津 、 河北 、 上海 、 浙江 、 杭州等地市场 ，
销售无公害蔬菜、 禽蛋肉类、 特色水果杂粮等主要
产品。 目前共拥有会员36000余户， 其中80%集中在
北京市区。

努力终究会有回报。 2012年， 密农人家的销售
额就已达75万元， 2013年150万元销售额、 2014年
350万元销售额、 2015年1080万元销售额。 “四年
来， 我们的销售额保持150%以上增长。” 孔博笑着
说， 2016年， 他们将预计完成销售收入2500万元。

除了销售数字的变化， 孔博的公司办公场所、
公司人员规模也在不断变化。 “变化每天都有， 这
让我很兴奋。” 孔博说。

创业之初， 孔博没有想到自己的事业将帮助那
么多不了解市场而盲目种植的农户， 但事实是， 越
来越多的农户意识到了市场经济下新的生存法则。

前不久， 一个种植西红柿的农户， 找到孔博，
希望他帮忙处理大棚里长出的巨型西红柿。 “这种
西红柿很大， 没有卖相， 口感也一般 ， 虽然产量
大， 但非常不适合作为产品销售。” 孔博很直接地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而让他思考更深远的是， 应该
有这样的企业， 可以引领不了解市场的农户， 进行
有计划的种植和生产， 建立互助、 互利、 互信的合
作关系， 开启全新的农业发展模式。

而密农人家就在这样做。 四年来， 密农人家本
着 “诚信经营、 回报家乡” 的理念与密云区境内50
余家肉、 蛋、 果蔬、 粮食生产基地和农户建立了合
作关系， 直接带动农户2000余户， 平均每户每年增
加收入约1000元。

“看着身后的职工和一起合作的农户， 我才渐
渐发现， 自己的责任重大， 觉得自己也背负着他们
的梦想与希望。” 孔博说， 他有造福家乡的宏伟目
标， “有压力， 也有决心。”

在孔博的规划中， 密农人家将成为密云区面向
北京市区的农业一站式门户平台。 其中包括初级农
产品、 农村手工艺品、 农村休闲旅游。 孔博觉得，
现阶段， 他仍然处于创业阶段， 所以他低调做人、
扎实做事。

作为正在创业路上的人 ， 孔博告诫即将创
业 的 青 年 朋 友 们 ， “总 要 有 人 去 做 那 些 有 价
值 ， 但不那么容易的事情 。 ” 密农人家就是这
样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