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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院陶瓷学院2024届毕业生王天赐：

校园创业 陶瓷让他乘风飞翔

□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修坯、接坯……6 月 18 日上
午，在平顶山学院鹰翔众创空间
中原瓷艺创客空间二楼一间工
作室内，一只陶瓷茶壶在王天赐
手下显出雏形。

今年 25 岁的王天赐是平顶
山学院陶瓷学院2024届毕业生，
已创业一年的他用双手给自己
赚到了生活费。

“王天赐是个非常有冲劲儿
的年轻人，未来不可限量。”平顶
山学院陶瓷学院老师、王天赐的
导师房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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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来自山东省临沂
市一个小乡村的王天赐如愿考取
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我从小就
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学习美
术，高考后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平
院的陶瓷专业。”王天赐说，刚进入
大学校园时，他并未觉得自己能靠
手工陶瓷赚钱，只是想在学业上得
到精进。为此，他泡在各位老师的
陶瓷工作室里，尽自己所能学习专
业知识。

华玉龙是王天赐的同班同学，
共同的爱好和互补的性格让他们

越走越近。“越了解，我越觉得王天
赐很有销售天赋，特别适合加入陶
瓷集市。”华玉龙说。

陶瓷集市是陶瓷学院师生共
同创办的一个类社团组织，大家将
利用课余时间制作的陶瓷作品定
期在集市交流售卖。2021年春天，
在华玉龙的推荐下，王天赐加入陶
瓷集市。

“第一次在校园的扇形广场摆
摊儿，我就帮学长、学姐卖出了不
少东西！”回忆起当年的“战绩”，王
天赐很兴奋。他介绍说，自己家里

经济条件不好，高中时学美术已经
花光了家里的钱，上大学后申请了
助学贷款。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
售卖作品赚取大学生活费，他开心
不已。随后，他边学边做，把自己
的作品拿到陶瓷集市售卖。

“一开始其实也做得不好，处
于半卖半送的状态。”王天赐回忆
说。后来，他的制陶技艺越来越熟
练，加上敢于创新，师生开始通过
他的作品认识他。他的两个微信
的6000多名好友大多数买过他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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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寒门的王天赐深知，在大
学好好提升自己是改变命运的开
始，哪怕失败了，也是在为自己积
攒经验。这样的想法为他在学校
自主创业埋下了伏笔。

大二时，陶瓷集市的很多学
长、学姐开始自己的人生职业规
划，考研的考研、实习的实习，王
天赐和几名同学开始接手陶瓷集
市。集市带来不少乐趣和不错的
收益，这让王天赐决定大规模招
募集市成员。

“那时候陶瓷集市还是类校园
社团性质，成员没有工资。”他说，
陶瓷集市没有投资方，陶泥等原料
的搜集、烧制等都依托学校的工作

室进行。最初的改变，来自于他们
接到的一个“商业大单”。

2021年秋天，平顶山学院需要
定制一批汝瓷杯子作为伴手礼，学
校领导将这个单子交给了陶瓷集
市。“应该说，那是我们赚到的第一
桶金。”王天赐说，从拉坯、修坯到
素烧，再到上釉、釉烧，最后挑选包
装礼盒，他与其他几名成员耗费了
不少心血。20 天后，40 个杯子高
质量地交付给学院负责老师。老
师们对他们的作品赞不绝口，学校
付了 5000 多元劳务费，他们每个
人最终分得1000多元。

这次经历让王天赐有了创业
的想法。“其他师生、社会上的公司

肯定也有这样的商业需求，我们为
何不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王天
赐与华玉龙、宋晓萌、邵宇婷、辛
亮、李正几名同学商量后，向陶瓷
学院相关老师汇报了创业的想法，
得到了学院的支持。

2021年 11月，王天赐与几名同
学参加了平顶山学院举办的第九
期创业先锋班。在这里，他们学到
了商务礼仪、商务谈判、企业经营
目标定位、企业管理等相关知识，
并以优异的成绩结业。2023 年 5
月31日，经过精心的筹备，在学院
师生的支持下，王天赐到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办理了营业执照，平顶山
市小陶幽记陶瓷有限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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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赐和作品《那段自由飞翔的时光》

经过一年的发展，小陶幽记陶
瓷有限公司已经累计销售超10万
元的陶瓷制品，最高时，6名合伙人
每个月能拿到 3000 多元的薪酬。
王天赐也凭借此次创业经历，获得
了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河南赛
区省级选拔赛二等奖。

“天赐学长不仅有商业头脑，
学习也很厉害！”小陶幽记陶艺师、
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2021级学生
李正说。

“王天赐不仅是陶瓷学院学生
会主席，也是班长，大学四年学习

成绩每年都排名第一。”房峰介绍
说。由于表现突出，2022年 5月，
王天赐加入中国共产党。2022年
暑假，王天赐负责了陶瓷学院在山
东淄博地区的暑期“三下乡”陶瓷
产业社会实践调研，写下了两万多
字的调研报告。

省高校“三好学生”，平顶山学
院“文明学生”“优秀班干部”“优秀
共产党员”“最美大学生”……除此
之外，王天赐还多次获得国家奖学
金，并积极参与七夕晒书节、沂蒙山
区贫困留守儿童募捐等志愿者服
务。他的作品《那段自由飞翔的时

光》和《八月黍成，可为酎酒》被市文
化艺术中心（市美术馆）收藏，这让
他很自豪，“也算是为这个教我成
长的城市留下了一些东西。”

正在准备去俄罗斯留学事宜
的王天赐说，自己会在学业之余探
索陶瓷的其他商业应用，并发掘海
外市场，争取将小陶幽记做出品牌
效应。留学归来后，他最大的愿望
是能留在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任
教，一边管理小陶幽记，一边将自
己所学教给更多学生，以自己的亲
身经历带动学弟、学妹创新创业，
为陶瓷的发展和传承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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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赐（左）与导师房峰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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