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叶宁结束了在德国的学习和工作生

活，正式回国。

在德国的四年多里，他获得了硕士学位和海外

工作经历，还积攒了一笔不小的创业资金。

回国初期，叶宁靠着之前在德国积攒的稳定的

供应渠道，塑料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但那几年风起

云涌的互联网大潮，终究还是让他坐不住了。

“我偶然间发现，渔民们每次出海捕鱼都要半

个月以上，茫茫大海上没有网络信号，海事卫星电

话又很贵，如果海上有互联网就好了。”想到这里，

叶宁眼前一亮。他发挥自己所学专业的优势，历时

一年，开发出“海上 WiFi”通信终端和 APP。“利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渔民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情况

下，仍然可以和岸上的家人、朋友联系，而且资费十

分便宜。”叶宁说。

在2014年的宁波鼓楼人才峰会上，叶宁的这

个项目被奉化创投基金相中，次年就获得500万元

的投资。2015年2月，叶宁在奉化正式成立了宁波

海上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当年4月，“海上

WiFi”开始在宁波的一些渔船上批量安装，岸上版

和渔船版APP正式上线。

在解决渔民出海捕鱼的通讯难题后，叶宁还

发现传统鱼货交易存在信息不对称、价格不透

明、中间环节多等诸多弊端。“如果鱼货交易能实

现‘互联网+’，会发生什么？”叶宁的团队经过调

研发现，当时全国约有 104 万艘渔船从事海上作

业，全年海鲜交易额在 3000 亿左右，这里面大有

文章可做。

当年11月，“海上鲜”海鲜B2B交易平台正式

上线。“用互联网链接海产品捕捞、销售全过程，降

低买卖双方的交易和时间成本。”叶宁说，以交易环

节为例，我们利用互联网开展海鲜交易服务、供应

链管理服务及大数据服务等。

创业初期的艰辛不言而喻，那时的叶宁身兼老

板、司机、销售、技术员等多重身份，平均每天工作

16个小时以上。“白天谈业务，处理各种事情，晚上

要总结、复盘。经过日复一日的磨炼，一项项PPT

上的设想落地成为了现实。”

如今，“海上鲜”提供包括海上通讯、海鲜交易、

供应链管理、海上智慧加油等在内的全链条服务，

搭建了冷链溯源系统、鱼货评估体系、鱼货价格指

数数据库、供应链风控审核机制和区域型海上智慧

加油服务平台。

“海上鲜”团队已从当初的 3 人拓展到 170 余

人，业务辐射沿海 8 个省份的 40 多个渔港站点、4

万多艘渔船，吸引了多家上市公司、一线知名基金、

国有资本投资入股。

海归青年 触网卖鱼

求学欧洲 初次“下海”

叶宁出生在余姚市区，一个靠海却又不能经

常看到海的地方。他说，小时候虽然不常看到海，

却总是对大海莫名向往。

高考那年，叶宁选择了中德合作办学的浙江

科技学院，正是这一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2007年夏天，叶宁怀揣梦想，来到德国，正式

开始了留学生活。“这段时间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

经历，锻炼了我独立、坚毅的能力。”叶宁说。

在研究生学习的最后一学期，叶宁先后在德

国N-Transfer研究所和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德

国大陆集团实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国

内有人在欧洲采购再生塑料，运回国加工并靠此

赚钱。叶宁心想，此刻他人就在欧洲，为什么不干

一票呢。

说干就干，很快他就在德国联系到了卖家，在

国内也对接上了买家，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那个时候人年轻，也单纯，认为世界很美

好。”叶宁说，此前每次发货装柜的时候，他都会亲

自赶到发货工厂，现场监柜，确认无误。

“大家都知道欧洲的交通费用蛮贵的，去外地

监装来回一趟，花费不小。”叶宁说，“我就想着省

点路费，有次现场监柜没去，结果出事了。”

卖家看他没到现场监柜，把原本装在货柜里

的再生塑料替换成了不值钱的其他物料。这一

次，让叶宁损失40多万元。

吸取教训后，叶宁重振旗

鼓。“我向中国同学借了些钱，

凑了一笔启动资金，再次做

起了原来的生意，8 个月

后，还清了所有欠款。”

看似云淡风轻，但

叶宁坦言，这 8 个月让

他毕生难忘。“当时一

面要在公司实习，因为

要尽快完成毕业论文，

一面还要顶住压力料理

生意。”

然而，命运之神还是眷顾

了叶宁，在他的坚持下，实习的工

作没有耽搁，生意也没耽误，还清了借

款，毕业论文还获得了高分。

如果把“海上鲜”比作一艘巨轮，叶宁就是这艘

巨轮的掌舵人。

“回首来时路，正是这股韧劲儿，让我坚

持到现在。”叶宁动情地说。近年来，“海

上鲜”以宁波为“母港”，始终紧紧聚焦

智慧海洋和渔业，将“航行”版图从

省内的宁波扩大到吉林珲春、山

东威海、福建福州、广西北海等

地的海洋经济数字化产业园

区。

珲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

处，渔业资源丰富。2019 年以

来，“海上鲜”响应国家东西部协

作号召，在珲春市开设分公司。

面对珲春水产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短

缺等问题，“海上鲜”借助互联网，提

供供应链服务、跨境电商、海洋产业基金

等多项帮扶措施，在企业缺乏信贷档案和抵

押物的情况下，直接链接原料质押融资和基于成

品订单的原材料代采业务，有效缓解了当地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海上鲜”在珲春的渔业产业合作

项目，成功入选国务院扶贫办“携手奔小康”的典

型案例。

“‘海上鲜’的成功在于顺应了互联网发展的浪

潮，抓住了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海洋

经济的政策利好。”叶宁说，“而创新始终是企业成

功的灵魂。”

正是立足于创新，让“海上鲜”能够聚焦行业发

展短板，围绕渔民群众需求，整合优势资源，积极参

与我国渔业信息化建设，以科技、服务、模式三大创

新，引领传统渔业向数字渔业转型发展，推动海洋

渔业提质增效，为渔民增收，为水产企业减负。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叶宁带

领“海上鲜”先后荣获 2020“直通乌镇”全球互联

网大赛第一名、2021 第五届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

大赛一等奖。“海上鲜”先后入选商务部全国电子

商务示范企业、首批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数字商务

企业。

巨轮出海 未来无限

叶宁：让“海上鲜”鲜天下
□本报记者 李曜清 张雅萌

【人物名片】

叶宁，1987年生，2011年硕士毕业于德国汉诺威应用科技大学，2015年创办宁波海上鲜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上鲜”），国家重点人才计划专家、省党代表、团省委常委、浙

江科技学院教授、宁波市奉化区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先后荣获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全国

农村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新锐浙商、宁波市十大杰出青年等称号。他创办的“海上鲜”已成为

国内领先的一站式数字渔业综合服务提供商。

和叶宁约在一个午后。坐在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数字海

洋（渔业）产业园大楼十五层会议室里，记者看着眼前的叶宁

有着和年龄不符的成熟。一头短发，穿着深蓝色的“海上鲜”

工作短袖，看上去十分干练。虽然话不多，但言谈间却透露

着一股子韧劲。他告诉记者，正是凭着这股子韧劲，才让他

从当年那个懵懂少年，走出浙东小城，远渡重洋求学，回国后

投身“三农”蓝海，创办了“海上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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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农创客培育工程实施以来，越来越多有志青年投身农村创业，在广袤田野追逐梦想。如今，我省已有5.2万余名农创客扎根乡

村。到2025年，我省将培育农创客10万名，辐射带动农民超百万。他们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是农村创业创新的引领者，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生力军”，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助推器”。

本报策划推出“筑梦乡村 农创未来”农创客典型报道，讲述他们的乡村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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