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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俞敏洪一行人来到西藏卓番林文化有限公司参

观。卓番林主理人卓玛自信而简洁地介绍着自己的公司和

团队：“卓番林是一家深耕西藏多年的手艺文创赋能公司，通

过生产可持续的环保产品，培养西藏乡村女性的才能和创造

力，唤醒乡村女性的经济独立和自信心，利用乡村女性的力

量给企业带来生命力，从而打造家门口的工作坊。”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卓玛，用坚持与奋斗开启自己

的创业故事，展现了她对家乡的深厚情怀和对社会的责任

感。2019年，她被评为西藏自治区“三八”红旗手。

2007 年，卓玛从北京大学毕业，应聘到北京一家藏药企

业。在公司上市筹划过程中，她见证了公司的成长，看到公

司的壮大。

几年后，卓玛主动要求调往公司西藏分部。在工作中，

她发现拉萨的小微企业找不到专业的咨询公司，薪酬体系、

组织架构等专业问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非常不利于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适逢“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热潮，卓玛有了

创业的想法，她想将自己所学专业知识，用咨询公司的方

式，反哺给西藏的小微企业。

2017 年，36 岁的卓玛开始创业，带领一帮刚毕业的大学

生，成立了西藏他喜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开张后的第

一单生意，就是为朋友的公司设计薪酬体系，但等待卓玛的却是

“开门黑”。

“薪酬体系做出来后，我接到了朋友的电话，她劈头盖脸

地质问我有没有调查过她公司的用人情况，做出来的方案完

全不适合她的公司。”现在回忆起这些，卓玛仍觉得不好意

思，“其实当时就是微调了一个国际通用模板做出来的方案，

从没想过这套东西只适合成熟的大公司，不适合小微企业。”

好友的责怪让卓玛意识到，要做服务于西藏当地企业的

咨询公司，不能只当写字楼里端着咖啡、踩着高跟鞋的“高级

白领”，而是应该俯下身子，去调查、走访。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藏当地企业的需求，卓玛和团队深入

基层，进行实地调研，掌握了更接地气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类似的基层调研，我彻底明白了在西藏做调研工

作必须要深入基层，来到田间地头，用最接地气的办法沟

通。”卓玛说。

在基层，卓玛发现了实地调研的魅力。调研中，她还结

识了许多心灵手巧的藏族女工，她们能编织许多带有当地文

化特色的手工艺品，却苦于无销路。

卓玛心想，如果能通过“手艺研究+手作体验+手艺培训”的

商业模式，开一家民族手工艺品店，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拥有

一份只属于西藏的伴手礼，还能解决妇女的就业问题，一定很有

意义。

2019 年，西藏卓番林文化有限公司投入运营，作为自治

区级创新孵化平台，卓番林依托文化、旅游主题，通过数据

化、IP 化、时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新型模式，链接全球优质

资源，搭建合作平台，建立起一个开放完整的数据库系统，收

录西藏各地手艺人的作品，向全球展示着西藏手艺人的技艺。

在此过程中，卓番林还打造了 20余个民族手工艺“工作坊

基地”，为妇女建立了“阿佳学堂+社区工厂”模式，带动 300 多

人实现了就业，让西藏民族手艺人不离家乡就有不错的收入。

“近些年，在政策的支持下，公司也尝试给许多西藏文化

的文创产品提供产销平台，效果还不错。”卓玛说，“如今在拉

萨市区，我们还开了一家线下店，专门出售当地农牧民手工

制作的文创产品，相信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

北大校友卓玛西藏创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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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卓玛（左一）参加西藏自治区妇女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

与其他代表合影。

图②：西藏他喜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西藏卓番林

文化有限公司主理人卓玛。

图③：俞敏洪（右一）来到西藏卓番林文化有限公司参观。

图④：卓番林的产品备受客户青睐。

图⑤：卓玛（左一）与基层妇女探讨产品销售问题。

图⑥：卓玛在基层调研。

图⑦：卓玛向大学生和农牧民创业者分享创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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