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A 2013年1月8日 星期二
编辑／蒋颖颖 校对／王莹 组版／庆岗洛阳·县域

 后续报道

▲

核
心
提
示

据了解，王治强是厦门大
学应用电子专业的毕业生，曾
在广州工作过7年，从一名技术
员做到了部门主管，后又在郑
州开了一家电子器材店。为什
么他要在老家办“淘宝课堂”？
在交通、信息都较为闭塞的农
村，网店这个新鲜事物能普及
吗？这得从几年前说起。

2007年，不甘于替人打工
的王治强从广东回到河南，在
郑州开了一家销售与维修电子
器材的实体店。利用紧邻科技
市场的优势，王治强注册了自
己的第一家淘宝网店，销售手
机配件及装饰品。

初次“试水”，淘宝网店的

业绩还不错。之后，他陆续在淘
宝网上销售汽车装饰品、汽车配
件、电子器材等，并聘请了专门
的网店客服。一年下来，网店的
利润与实体店不相上下。

这期间，王治强在实体店
的招牌上加上了“淘宝课堂”的
内容，以每人300元的价格教
60多人开了淘宝店，并为这些
店铺提供维护打理、提高销量
等后期服务。

一次回乡探亲，王治强意
外地发现，老家已不是他离开
时闭塞落后的农村了：村里很
多家庭配了电脑，大家用的手
机也变成了触摸屏的智能手
机，站在自家门口，竟能同时搜

到好几个无线网络……
一个念头在他脑海浮现：

农村有大量为照顾家庭无法
外出的家庭主妇，如果能教她
们在家中开网店，岂不是两全
其美？

2011年，随着郑州电子器
材市场的饱和及经营成本的
上涨，王治强的实体店利润不
断下降，再加上家中年迈的父
母需要照顾，一番思量后，他
关掉了郑州的实体店，于2012
年 8 月在孟津县平乐镇平乐
村、马村、后营村、太仓村等村
庄交界处，开起了这家集电子
器材销售、维修与“淘宝课堂”
于一体的店铺。

□见习记者 牛鹏远 文/图

“DNA检测结果出来
了，可惜不是灵芝，是炭角
菌。”1月7日上午，宜阳县
锦屏镇马窑村的陆先生给
记者打电话说，经过河南
科技大学应用真菌学实验
室鉴定，在他家发现的那
株奇怪菌类（详见本报上月
22日A08版）是炭角菌的
一种。

陆先生说，他将这株奇
怪菌类从洞里挖出后找过
许多人鉴定，但始终没有确
定该菌类的名字。上月28
日，听说河南科技大学设有
专门的真菌学实验室，陆先
生便找到了实验室的食用
菌专家侯军。

河南科技大学应用真
菌学实验室提取该菌的
DNA，经过一系列专业程
序进行鉴定，初步分析该菌
类为炭角菌。侯军介绍，炭
角菌属的许多种在全球都
有分布，既有腐生的，也有
寄生的。子座通常直立，呈
圆柱形、棒形或线形，往往
单根，有时分枝，有炭质皮
壳，内部往往白色。

“虽然该菌属有45个
种，但陆先生发现的这株炭
角菌柄长约38厘米，直径
约1.5厘米，如此大的个体
还是首次见到。”侯军分析
说，这与其生长环境有关。
它生长在腐烂发酵的碎木
屑培养基上，有充分的营养
供应，合适的温、湿度环
境。而生长在地下一米多
深的封闭土洞内，氧气供应
相对不足，也是促使其柄部
弯曲伸长的一个因素。

据了解，一些炭角菌
具有清除自由基、抗氧
化的保健功能，如大家熟
知的中药材乌灵参(学名：
黑柄炭角菌），具有安神、
止血、降血压和益气壮阳
等功效。那么陆先生发现
的这种炭角菌是否具有药
用价值？

侯军表示，这也是他们
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他们
已经将菌丝提取出来，会
根据已经分离出的菌种，
探索适宜它的人工栽培种
植技术，并通过研究其内
部显微结构，确证其具体
种名，同时探讨其是否具
有保健功能。

让村里的好东西“走”得更远
□记者 王妍

开淘宝网店，这在城市并不少见，在农村却是个新鲜事
儿。近日，孟津县平乐镇一名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将“淘宝课
堂”开进了村里，教乡亲们在淘宝网上销售当地的牡丹画、唐
三彩及小米、绿豆等。

DNA帮忙“验明正身”
原来它是炭角菌

日前，在洛常路与 310国
道绕行道交叉口，一家招牌上
写着“教开网店”的店铺吸引了
记者。

据了解，这家店铺的店主
叫王治强，今年33岁，老家在
孟津县平乐镇上古村。记者
走进店铺时，他正忙着帮邻村
青年小郭往淘宝店铺里发“宝
贝”（淘 宝 网 上 对 产 品 的 称
呼）——平乐牡丹画信息。

“关键词要多输入几个，把
画的尺寸、名字、是否装裱和

‘平乐’‘洛阳’这些关键词都输
入进去……这样买家容易找到
你的店铺。”王治强边说边迅速
打字。

“我前两天收到个提醒，说

我的淘宝账户异常，让重新输
入账号密码和支付密码，这是
咋回事儿？”小郭问。

“这可得谨慎，有可能是盗
账户的‘钓鱼网站’，‘钓鱼网
站’的页面跟淘宝网页面一样，
但网址不一样，你要看清楚。”
王治强说。

10时许，一名中年妇女匆
匆走进店里，喜滋滋地说：“王
老师，有个买家又来买俺的小
米了。人家上回给了个好评，
这回说想买来送给朋友，问咱
有没有包装盒……”

据了解，这名中年妇女叫
左金玲，以前常蹬着三轮车走
街串巷卖小米、芝麻、绿豆等
农产品。一个月前，她在王治

强的指导下开了一家专售本
地土特产的淘宝网店，把三轮
车上的生意“搬”到了网上。

淘宝网上，商铺如云，农民
网店的经营状况怎样？

据左金玲介绍，刚开始，由
于自己网店的信誉较低，买家
的确不多。后来王治强建议她
以低价赚信誉，别家每公斤卖
12元钱的小米，她每公斤卖10
元钱，随着回头客的增加，生意
也渐渐有了起色。

“虽说价格比别家便宜，
但还是有利润的。因为小米
在咱农村卖不上价钱，以前
我蹬着三轮车送到人家家门
口才卖 6 块钱一公斤。”左金
玲说。

新店开张后，看稀罕的人
不少，但真正要学的不多，毕竟
这对农村人来说还是个“洋玩
意儿”。

卖啥也是老百姓们困惑的
问题。要是卖服装、鞋帽、手机
配件等网店“大路货”，不仅货
源不好找，运输成本也太高。
考虑再三，王治强把目光放在
了身边。

“其实农村的好东西不少，
像平乐的牡丹画、太仓的毛笔、
南石山的唐三彩，都是很有文
化特色的东西。邙岭上的小
米、绿豆、花生、核桃，品质不比

商场超市的差……”王治强一
一细数。

农村妇女们大多计算机知
识欠缺，因此从账号注册、实名
登记到装修店面、发布信息等
流程，王治强都一手包办。后
期如何提高浏览量、如何与买
家沟通、如何防诈骗等技巧他
也一一指导。考虑到农村的消
费水平较低，王治强把费用从
每人300元降为200元。

虽然价格下降了，但口碑
更好了。“与城里人相比，农村
人之间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只
要你踏踏实实做好一个客户，

一传十、十传百，一村子的人都
会来你店里要求指导。相反，
你要是不诚信，人家能找到你
家里算账。”王治强笑着说。

如今，王治强帮乡亲们维
修手机、电脑时，简单故障他
一律不收费，为的就是让更多
人知道自己的店。他还和镇
上的快递员合作，他免费代快
递员收存包裹，快递员送快件
时帮他分发名片、宣传“淘宝
课堂”。

他说，随着乡亲们对网店
了解的加深，这些农村的好东
西会“走”得更远。

赚口碑 让好东西“走”得更远

看好农村市场 大学生回乡开店

办“淘宝课堂”乡亲们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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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大学生办“淘宝课堂”，教乡亲们在网上卖小米、绿豆、牡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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