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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面容，随意的打扮，贝贝网 CEO
张良伦看起来就像个在高校里搞科研的年
轻人。

“折腾吧，趁我们还年轻。”这是张良伦
在分享他的创业史时，对学弟学妹们说的一
句话。大学时发传单做家教、售卖二手电子
产品，23 岁读完硕士到阿里巴巴工作，两年
后辞职创立米折网，不久又“另起炉灶”创办
贝贝网，上线 9个月便估值近 10亿美元⋯⋯

“85后”张良伦身上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

“这样下去，我怕离梦想
越来越远”——

凭借着敢打敢拼的闯劲和与众

不同的思维角度，张良伦入职仅两年

便成为企业里的“明日之星”。可就

在此时，他却辞职了。他担心，这样

继续下去会太安逸，亦怕混得越好离

梦想越远，因为那时再离开，要舍弃

的会更多

张良伦初次接触电商，纯属偶然。那
时，还在上学的他已经按捺不住经商的念
头，就在学校里兼职做数码品牌代理。可
一张张发传单效率太低，于是，他就自学编
程做网站，把代理商品挂上去。“没承想，从
此一发不可收拾。”到 2009 年从华中科技
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23 岁的张良伦在学校已是颇有名气的“小
老板”了。

新的人生考验如期而至：是按照大多
数人的人生设定，选择与专业对口的企业当
一名 IT 男；还是到貌似不完全对口的阿里
巴巴历练，积累更多的商业知识？

张良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尽管这
意 味 着 此 后 至 少 一 年 内 ，每 个 月 要 少 拿
5000 元的薪水。“决定做什么远比决定不做
什么来得有价值，创业是从大学甚至更早之
前就已经决定的事。”张良伦说。

为期两年的职业生涯就这样拉开了
序幕。初入阿里巴巴，张良伦名义上是个
产 品 规 划 师 ，其 实 只是给 产 品 经 理 跑 跑
腿、打打杂的小角色。但离职时，张良伦
已成为阿里巴巴高级产品经理，负责旺铺
这样的核心产品线。用他自己的话说，一
年职务连升两级，他就是传说中的“明日
之星”。说完，张良伦自己也忍不住大笑
起来。

在阿里巴巴，“小人物”张良伦“一炮而
红”缘起阿里旺铺。那时，付费会员才能开
通旺铺，张良伦却认为旺铺应该免费，理由
是有更多用户使用，产品才有黏性，后续各

种功能收费才更容易。
这个想法一提出，立即遭到付费部门和

众高层反对，因为旺铺付费收入对于当时的
阿里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可张良伦没有
放弃，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一位一位高管找，
一个一个部门跑，一次一次尝试说服。最
终，张良伦赢了，而事实亦印证了张良伦的
设想：旺铺免费之后，旺铺产品线收入不降
反升。

前途已然明朗，张良伦却辞职了。他担
心，这样继续下去会太安逸，亦怕混得越好
离梦想越远，因为那时再离开，要舍弃的会
更多。事实上，为离梦想更近一步，张良伦
大学时曾辅修了工商管理学位。

2011 年，怀揣 20 万元启动资金，张良
伦开始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梦想——创办米
折网。这是一家专注于网购省钱的电商导
购平台，最初的想法源于 2010 年开放的淘
宝平台。张良伦发现，只要把用户流量引到
米折的平台上，再跳转到淘宝促成交易便可
赚取佣金。

接下来的一切向着预期发展：上线仅
10 天，日佣金破万元；不到 1 年时间，月销售
额超过 1 亿元；2012 年 5 月，获得全球知名
风 投 公 司 IDG 资 本 千 万 级 投 资 ⋯⋯2013
年，米折网在一众返利平台中脱颖而出，张
良伦也攀上了人生的第一座高峰。

凭借着米折网的大获成功，张良伦成功
跻身《福布斯》发布的“中国 30 位 30 岁以下
创业者”榜单。

这一年，他 26岁。

“没做那么多事却赚这么
多钱，应该感到惭愧”

2013 年，创办仅两年的米折网在

一众返利平台中脱颖而出，但张良伦

心里却开始发慌，因为“这个钱赚得

太容易了”。果真，不久之后，各类返

利网站大批涌现，米折网急转直下。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张良伦很快摸

索出一条以用户为核心的 C2B 之路，

米折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

“在家坐着数钱的日子”来了，张良伦心
里却开始发慌。“没做那么多事却赚这么多
钱，应该感到惭愧。”每个季度开会，张良伦
总会对管理层一遍遍地重复着，在他看来米
折网的成功是不安稳的，因为“这个钱赚得
太容易了”。

事实证明了张良伦的预感。随着各类
返利网站的涌现，阿里巴巴、京东等一度排
斥与返利网站合作，甚至用技术手段堵住了
返利网站接入自身平台的通道。

前途看似晦暗，可张良伦依旧没有放
弃，他认为，最好的防守是进攻。经过一次

次商讨，很快，张良伦摸索出一条以用户为
核心的 C2B 之路，米折网开始向女性特卖平
台转型，月销售额迅速突破 5 亿元，并在
2014年 6月完成 3000万美金的 B轮融资。

就在顺风顺水之际，张良伦又作出另一
惊人决定——创办母婴电商贝贝网。

这样的念头并非心血来潮。彼时，张良
伦的合伙人郁佳杰的太太怀孕了，夫妻俩经
常因为购买母婴产品伤脑筋，而这也更加坚
定了此前时常盘旋在张良伦脑中的想法：中
国互联网的生力军“80 后”“90 后”逐渐步入
婚姻和生育年龄期，昔日“剁手族”正相继完
成妈妈角色的转变，母婴行业有足够大的市
场空间，且尚未出现“领头羊”。

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已具备。“年轻妈
妈们在家中常常掌控着消费大权，能不能针
对她们再提供一些更深层次的服务？”张良
伦认为他一直等待的时机到了。

但“另起炉灶”谈何容易？为不影响米
折网的正常工作，2014 年，贝贝网成立时，
张良伦只拿出极少的资金，抽调了六七个人
投入奋战。“很难想象，一个月时间这支团队
竟然写了 10 万个代码。这意味着什么？相
当于一个月完成米折网过去几年干的活。”
张良伦说。

命运似乎格外眷顾这位年轻人。由于
独特的商业模式和准确的时机把握，上线仅
9 个月，贝贝网估值就近 10 亿美元。2015
年，贝贝网 GMV（商品交易总额）达到 40 亿
元，相较张良伦当初对投资人承诺的 20 亿
元翻了一番。

“未来十年，要成为这个
行业最好的公司”

两年前，电商圈还流传着“垂直

必死”的魔咒，可张良伦却一门心思

想做母婴市场。因为“梦是自己的，

未来是造出来的，我希望所做的事是

有社会价值的”。就这样，今天中国

最大的母婴电商平台——贝贝网诞

生了。对于母婴垂直电商市场“十分

天下有其七”的骄人成绩，张良伦称

“刚刚过及格线”，因为他的目标是做

这个行业最好的公司。

很难想象，今天光芒四射的贝贝网在创
立之初遭遇了多少困境。

两年前，母婴行业刚刚起步，而那时的
电商圈正流传着“垂直必死”的魔咒。“淘宝、
京东已经如日中天，垂直电商还能有多大机
会？”“简直是以卵击石！”不仅外界，就连米
折网内部也一度争议四起。

“梦是自己的，未来是造出来的，我希望
所做的事是有社会价值的。”遭受非议那段
时间，张良伦在微博这样写道。

不过，相较于流言，张良伦坦言，更大的
挑战来自品牌商。在张良伦看来，要保证产
品质量赢得消费者信任，唯有“品牌直供、自
采自销”，因此，贝贝网在成立伊始就定下
与品牌直签合作的“规矩”。

可网站刚刚成立，一无资金二无渠道
三无人脉，品牌商凭什么要跟你合作？没
办法，硬着头皮也要上。开着车，抱着一摞
宣传单，照着列出的名单挨个敲门⋯⋯张
良伦已记不清那段时间究竟如何“求爷爷
告奶奶”，只知道最后功夫没有白费——软
磨硬泡下 40 个品牌商答应“试试看”。

关于贝贝网的商业模式，张良伦有自
己的一套想法：贝贝网的主要盈利品类是
非标品，为了提高效率，他们无意自己“碰
货”，更无意自建物流，只负责挑选供应商，
然后由贝贝网的买手去挑选产品，以“限时
闪购”的方式展示产品，并提供交易平台完
成交易。

就这样，在一干人等的“注视”下，贝贝
网 开 了 张 ，此 后 便 像“ 开 了 挂 ”般 迅 猛 发
展。目前，贝贝网月活跃用户超 1000 万，
成为继淘宝、京东、唯品会之后为数不多的
千万级月活跃用户的电商 APP。而在去年
底完成由今日资本主投的 C+轮融资后，今
年 6 月，贝贝网再次宣布完成 1 亿美元 D 轮
融资，投资方为新天域、北极光、高榕资本和
今日资本等投资机构。

事实上，这已是今日资本“掌门人”徐
新连续第 3 次、高榕资本创始合伙人张震
第 4 次投资贝贝网。“张良伦是一匹奔跑中
的千里马。”徐新如是说。张震也曾称，投
资贝贝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颜值”，更因
为“赌人”。

结果大部分人都已知道。作为中国最
大的母婴电商平台，目前，贝贝网占据了母
婴垂直电商领域 70%的市场份额。但对于
眼下的这一成绩，张良伦称“刚刚过及格
线，65 分”。他说，今年贝贝网的 GMV 目
标是 100 亿元，未来 10 年要成为这个行业
最好的公司。

在供电系统，广东电网公司东莞供
电局变电管理二所检修一班班长何满棠
的名声着实不小。他的“看家本领”是可
以抛开力矩扳手，仅使用普通工具扭螺
丝，而扭出来的螺丝经过仪器的测量，扭
矩均在国家标准之内，与使用力矩扳手
无异。

今年 48 岁的何满棠在检修一线工作
了 31 年，扭螺丝也扭了 31 年。经常有徒
弟问老何，天天扭螺丝能有什么出息？
可老何总说，再小的工作想干精也不容
易。或许，这就是老何练就指尖神技的
秘诀吧！

神奇的手感

何满棠将自己 31 年的工作生涯分成
3 个阶段：第一个 10 年是学习阶段，第二
个 10 年是教徒弟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策
划培训，提升整个电力系统的变电检修
水平。

变电检修班主要负责检修变电站里
的各种设备，每个变电站里的变电设备数
量众多，检修起来，需要用到钳工、电缆等
多方面的知识，十分复杂。

何满棠告诉记者，自己刚进检修班
时，主要是跟着当时的技术“大咖”——师
傅袁陶学习各种技能。袁陶对自己的弟
子毫不藏私，将一身本领都教给了何满
棠。好学的何满棠又跟着检修班的钳工、
电缆等方面的技术能手进行了专门的学
习。这一学就是 10 年。何满棠告诉记
者，学艺 10 年后，自己就开始带徒弟，一
直带到现在。

变电设备都是靠螺丝连接，各种设备
都会用到螺丝。这些螺丝依据材质、作
用、强度等来区分，种类超过 100 种。而
每一种螺丝扭紧时用的力道大小，也就是
扭矩都有不同的国家标准。

在一个用于教学的隔离开关前，何满
棠指着一个约 16 平方厘米平面上的 4 颗
螺丝告诉记者：“这种螺丝是热镀锌，强度
是 8.8级，平面是铝合金的。4个螺丝在开
关工作时是要过电流的，需要考虑螺丝和
平面的膨胀问题。按规定，这个螺丝的扭
矩是 20 牛·米左右。”他用扳手将螺丝扭
松，接着又扭紧，然后拿出一个力矩扳手，
规格设置在 20 牛·米上。刚一用力，力矩
扳手就发出了声音。何满棠告诉记者，力
矩扳手发出声音证明这个螺丝的扭矩就
是 20牛·米。

参加工作 31 年来，何满棠扭过的螺
丝超过 20 万个。现在的他光凭经验，就
能判断出不同螺丝的材质与对应的扭矩，
而且用普通工具扭时所产生的扭矩均在
国家标准范围内。

这样的技能是怎么锻炼出来的呢？
何满棠告诉记者，在上世纪 90 年代，一个
力矩扳手的价格要 9000 多元，基本相当
于自己一年的工资，即便是单位里配备的
力矩扳手也很少，所以，他就自己琢磨，不
断尝试，再进行总结，这才有了“手感”。

消失的缺陷

何满棠的检修神技不是等闲得来。
打开何满棠的邮箱，里面满满的都是

技术交流邮件。这些都是他与广东，甚至
全国各地兄弟单位的专家们“切磋”技艺
的记录。

徒弟们告诉记者，虽然何满棠已经是

检修界的大师了，可平常还是会通过各种
途径搜集千奇百怪的缺陷问题，回来再一
个个仔细去研究。

在工作现场，他不仅是个动手者，还
是个“问题学生”——问老师傅、问同行、
问厂家，直至清楚机械每个部件、每粒螺
丝的作用。

记者从他的“技能专家申报表”上看
到，在近 5 年的主要工作实绩一栏中，满
满地写着 52 个项目，每一个都是让人望
而生畏的“硬骨头”。

30 多年来，他见过各种类型的缺陷，
如今已极少碰到何满棠没遇见过的缺
陷。就因为他执着的钻研精神，供电局职
工甚至给他起了个“牛皮棠”的外号，因为
他每每遇到难题，总会不眠不休地埋头研
究，这股韧性十足的“牛劲”也使他在专业
的路上越钻越深。

“控制不了设备缺陷，就被缺陷控制
了。”何满棠认为，要扭转电力设备“主治
医生”的角色、成为电网的“保健医生”，电
网才更安全。例如，他发现日常断路器隔
离开关发热是缺陷的问题所在，他便要求
大家抓紧设备停电的时间进行维护。此
后，设备故障率下降了 46%，抢修的次数
也由原来每月 10 多起减少到现在每年 10
多起。

2014 年 4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复电战
役打响。何满棠全身投入抢修复电和分
析工作，顶住巨大压力及时研创出一种快
速处理装置，极大优化了电力设备检修的
处理流程，为快速复电节省了近 10 天的
时间，为电网挽回了巨大损失。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何满棠所在的
东莞供电局变电检修部门已经安全运行
超过 10000 多天，刷新了南方电网公司班
组安全的最高纪录。

传承的精神

如今，“扭螺丝”的检修精神在何满棠
的弟子身上也得到了传承。何满棠担任
班长 20 年的变电检修一班，是东莞供电
局变电管理所最早成立的一个班组，更是
出了名的“人才班”，在各级技能大赛中屡
创佳绩。

去年，在贵州举行的变电检修技能竞
赛上，主办方出的考题是诊断隔离开关故
障，然后将开关完全拆解，排除故障，再组
装好，时间是 2 个小时，何满棠的一名徒
弟就参加了这项团体赛。

何满棠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个考
题，组成隔离开关的零件超过 500 个，拆
解和组装这 500 个零件的工具需要上百
种，而且什么零件用什么工具、每个螺丝
的扭矩都有规定，每个螺丝垫片的正反面
都不能错。

最后，何满棠的徒弟所在的团队顺利
获得了第一名。

与每一位老师傅一样，技艺的传承是
何满棠最关心的问题。而何满棠更希望，
传道，更要传心，希望检修精神能够通过
技艺传承下去。

就像何满棠在一次宣讲中所言：“技
能是干出来的，越是艰苦就越能提升能
力，我希望有志培养自己专业技能、锻炼
自我品质的同事们能用心去体验检修精
神，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检修精神是
一种品质，失传了可惜，特别需要年轻人
来传承和发扬光大，我等你们来。”那一
刻，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

检修大师何满棠：

31年练就指尖神技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沈 甸

贝贝网CEO张良伦：

一匹奔跑的
“千里马”
本报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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