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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个土鸡蛋，能鼓捣出多大花样？衢州有个 80 后的调皮小伙，最爱在网上“捣蛋”。现在，他还拉起
了一支 1300余人的“捣蛋”队伍，从柯城区大学生创业园出发，“捣蛋”身影遍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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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点子创富记

本报记者 杨振华
区委报道组 姚宏东 张洋

微信卖蛋
出生于 1984 年的张志文，

大学专业是视觉传达。在校期
间，他就开始创业，大多与工艺
品有关。毕业回到衢州，他开始
转行做农产品，开淘宝店卖农家
土货。

生意不温不火。因为购买纯
正农家土货的，大多是在外的衢
州人，他们藉此寻味“乡愁”。张
志文开始寻找，什么样的农产品，
才能扩大市场、增加销量、形成规
模。

有那么两年，张志文到处去
参加各类农业交流会，希望取得
真经。“在听了很多已经做大的同
行介绍经验后，我发现，他们销售
的主要产品中，几乎都有鸡蛋。”
2012 年 9 月，张志文做出决定，主
打农家土鸡蛋。

当时，微信卖货已经悄然流
行。有多年淘宝经验的张志文，
深谙网络营销技巧，也转向了微
信这个新平台。“当时我的微信通
讯录里，有三百多名好友，他们就
是我的第一批顾客。”

卖了一阵，因为销量不多，张
志文联系的几家土鸡散养基地不
想干了，量少麻烦，还不如自己
卖。怎么办？在顾客中发展分销
商，第一批 158 名微信好友也加
入了卖蛋队伍。可量还是上不
去，张志文一筹莫展。

“短期内走量，只有网络团
购。”张志文找到一家团购网站合
作，售价一算，基本没钱可赚。舍

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先打开销路
再说。团购上线 23 天，卖出了 1
万多个土鸡蛋。销量暴增，养殖
户终于乐得进行长期合作。

市场就此打开，微信卖蛋也
渐有起色，月销售量维持在 6 万
个，卖土鸡蛋的生意总算走上了
正轨。

但几个月后，张志文又发愁
了。土鸡蛋进价 1.08 元/个，售价
1.48 元/个，人工、物流、包装等成
本日益增加，利润越来越少。不
断提价，怕顾客流失，怎么办？

创意“捣蛋”
“不听话”的儿子，给了张志

文灵感。
去年 12 月的一天，儿子吃早

饭，怎么哄都不肯吃鸡蛋。学美
术出生的张志文，拿起笔在蛋壳
上画了一个可爱的卡通人物，儿
子立马被逗得乖乖吃了鸡蛋。

“土鸡蛋也可以画上图案再
卖啊！”张志文一拍脑袋，赶紧上
网搜索，看有没有类似的创意商
家。结果喜忧参半：忧的是，自己
不是第一人，已经有人在卖了；喜
的是，鸡蛋上画图案的商家，基本
是手绘在熟鸡蛋上，量并不大。

又一个疑问袭来，为什么他
们不画在生鸡蛋上卖？深入了
解，原来颜料在蒸煮后会褪色消
失。张志文不甘心，继续寻找彩
印鸡蛋的机器，以及蒸煮后不褪
色的可食用颜料。

“机缘巧合，一个在西班牙生
活多年的温州朋友，听说我的想
法后，告诉我西班牙有一种大豆
油做出来的颜料，可以试试。于
是，我买了一批，还真的好用。”张

志文说，他又拉着这位朋友在温
州转了八九家设备制造企业，寻
找合适的彩印机器。

几经波折，绘有卡通人物的
创意土鸡蛋终于在今年 5 月出
炉，起名“小捣蛋”。印上创意图
案的鸡蛋，瞬间从“丑小鸭”变成

“白天鹅”，定价高达3.6元/个。
有人会买吗？担心价格过高

的张志文，很快被顾客的热情打
消了疑虑：5 月，各级分销商卖出
18万个，6月增长到33万个，目前
已合计卖出170余万个。

白吃鸡蛋
沉浸于创意带来的喜悦中，

张志文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这个创意，别人一看就能学，当带
着各种图案的土鸡蛋席卷市场
时，“小捣蛋”的辉煌将不再延续。

“销量受季节影响也比较
大。7 月和 8 月两个月，气温高买
的人就少了，一共只卖了 32 万

个。”要应对淡季，还要应对跟风
模仿的竞争，张志文开始寻找新
的“捣蛋”路子。

今年 9 月，南京一家牛排店
找到张志文，订购 600 箱创意土
鸡蛋，但要求在鸡蛋上印制牛
排店的 LOGO 和广告。这一要
求，让张志文豁然开朗，既然可
以印制各种图案，鸡蛋也就是
一个广告平台，可以开放给所
有商家。

“按照商家的要求，在鸡蛋上
印制图案和文字，然后他们作为
礼品回馈给自己的顾客。”张志文
说，这样商家起到了宣传作用，消
费者“白吃鸡蛋”也非常乐意接
受。发展商家和集团客户，近一
个月来，张志文销售了 1000 多箱
鸡蛋。

不过，集团客户大批量购买，
都要求降低价格。张志文说，目
前有许多商家在谈，接下去准备
想想办法，降低生产成本。

小伙“捣蛋”三部曲

张志文和他的创意“捣蛋”。张洋 摄

本报记者 斯信忠
县委报道组 徐平 通讯员 吕少卿

3 年前，他在崇山峻岭的不毛
之地，一掷千金开辟荒山种果树，有
人说他笨；他选的地点正好是当地
黄金旅游线上的一块处女地，有人
说他有远见；他和妻子抛下手头相
对稳定的生意和收入，回高山经营
三五年内看不到收益的家庭农场，
又有人说他看不透。

故事发生在天台县石梁镇兴水
村的许红军和妻子朱美华身上。

许红军小时候干过农活，成年
后打过工，后从事工程建设和宾馆
经营。妻子朱美华当过 20 多年的
缝纫师傅，是远近闻名的老师傅。

3 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许红
军把自己的下半生又重新交给了这
块生他养他的土地。

2012 年 1 月，天台县石梁镇决
定在旅游公路沿线打造百里观光果
园，按规划，兴水村将种植一块猕猴
桃基地，当时，两个村民愿意投资，
而后，却又考虑到投资回报问题，而
打了退堂鼓。

事出突然，当时担任村干部的
许红军，就与村里签订了流转协议，
带领妻子和村民上山开垦荒地，当
年种下首批7000多株红心猕猴桃。

许红军意识到单一的水果对今
后的发展不利，于是相继购进了水
蜜桃、樱桃和黄桃苗。除了水果，他

还种上了茶叶、药材、蔬菜、四季笋
及部分花卉。

经过几年打磨，夫妻俩在荒山
上筑梦，创造了原始农业的“升级
版”：一个占地 331 亩的原生态庄园
已初现雏形。

近日，记者探访了这个庄园。
高山水果，由于生长期长，与平原地
区水果成熟的高峰期错开，从而打
了一个很好的时间差，使许红军看
到了高山水果的美好前景。

为了追求原生态，无污染，他立
下一个规矩，“领地”内决不使用除
草剂、杀虫剂和化肥。为此他每年
除草，就要多花费10多万元人工费。

为了保证有机肥料供应，他和
妻子养了 60 头猪、50 头山羊、鸡鸭
200 只。而畜禽吃的南瓜、红薯、玉
米等饲料，也都是自家种的，然后再
利用畜禽的粪便，肥沃土壤。

经过 3 年多不间断的努力，终
于荒山变成了果园。

眼下，许红军盯牢了比生态环
境、比空气新鲜的山区农家乐项目，
因为这些是城市人很难“享受”到
的。

“城市人向往的‘静生活’、‘慢
生活’，在我们这里完全可以得到满
足。”他谋划建设的农家乐项目，“房
子要用花格窗、竹筒瓦，要有古味又
有土味，打造既能提供土货，又要让
游客体验农耕生活，品尝到独特的
田园风光。”

天台：荒山变果园

通讯员 齐振松 汪素萍

开化佳艺农场在微信上卖起了
百合。在拥有 4000 多人的新农业
天使会微信群里，场长方进林将自
己产出的药用百合图片和产品介绍
等发布到微信群里。凭借出产的百
合个大、皮细、花瓣白嫩、品质优良，
获得群友纷纷点赞求购，供不应求。

微信群友郑先生，是来自杭州
市萧山区的客户。近日，郑先生雇
用货运汽车赶到该农场，以每斤 15

元的价格一下就拉走药用百合 1 万
多斤。方进林说，郑先生回去后将
这批药用百合作为种子再种植。

开化佳艺农场在当地农信社贷
款 80 万元支持下，从开化县长虹乡
星河村灶坑口流转土地 30 多亩，发
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其中的 20 亩果
蔬基地土质肥沃，于去年 9 月种下
药用百合后，经过科学种植、培育、
施肥、除草等管理，现已全面开挖产
出。佳艺农场种的药用百合亩产
1800多斤，总产量达3.70万斤。

开化：微信销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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