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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上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创立，是一个在大海里孕育出来的
故事。

相较于直播、电商等领域的创业者，
公司创始人叶宁选择了海洋渔业这个
领域。这个生长于东海之滨的宁波人，
在浙江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浪潮中，通
过打造一站式数字（海洋）渔业服务平
台，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更带着
数以万计的传统渔民一同共享互联网经
济的红利。

向 往 大 海 ，做 一 个
“海上QQ”

“小时候虽然不常看到海，却总是
对大海莫名向往。”叶宁说，他出生在余
姚，一个靠海却又不能经常看到海的
地方。

大三那年，他作为交换生去德国学
习，仅仅用了4年时间，叶宁就修完了本
硕全部课程，并于 2011 年获得硕士学
位。求学期间，他就尝试创业，从事中德
再生塑料生意。2012年底，叶宁带着在
德国积攒的创业资金回到家乡。

回国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叶宁从一
些渔民口中得知，因为海上未覆盖移动
信号，他们出海捕捞时只能通过卫星信
号与家人联系。由于海事卫星提供的宽
带服务价格比较高，渔民一般舍不得用，
很多时候手机在海上就成了摆设，一旦
遇到恶劣天气，家里人联系不到只能干
着急。

当时，北斗卫星亚太区域组网已
经完成，即将向民用开放，渔民的海上
通讯需求与北斗卫星系统有着很高的
匹配度，传感与自动化专业出身的叶
宁随即想到：能不能基于北斗卫星系
统做一个通信产品，解决海上手机无
信号的难题？简而言之，叶宁就是想
做一个“海上 QQ”——一款为渔民搭
建的海上社交软件，这便是“海上鲜”
的最初设想。

凭借一台设备，一个大胆创新念头，
加上互联网基因，叶宁迈出了探索海洋

的第一步。2014年，宁波创业项目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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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这次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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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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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平台，帮渔民赚
得更多

产品出来后，一位投资人给他算了
一笔账，如果仅仅是按照这个模式去运
作的话，海上鲜就只能成为一个卖“海上

WIFI”和流量费的设备供应商。按照全
国50多万艘渔船计算，即使全部安装到
位，也就几亿元的产值。

他的话，给叶宁很大的启发。叶宁
决定深入了解那些常年待在海上的人真
正需要什么。在走访大量渔民、船主后，
他发现了渔民更大的痛点：捕捞上来的
渔获无法快速卖出，这让渔民与船主十
分头疼。

彼时，海鲜交易的互联网渗透率不
高，依赖传统的中间商、渔业经纪人等，
导致中间手续多、周期长，渔民收益较
低。此外，因为层层倒手，渔获的新鲜度
与食品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如何帮助渔民朋友们在这个大蛋糕
中切到更大一块？叶宁决定开发“海上

鲜”手机 APP，搭建一个海鲜 B2B 交易
平台——让“海上鲜”主动扮演起信息经
纪人的角色，通过引导渔民发布渔获捕
捞信息，帮助渔民直接对接到海鲜采购
方，撮合交易。

只需要动动手指，通过“海上鲜”平
台，渔民船上的鲜货到港后就能及时提
货，还可以按照订单捕捞，解决了渔业
信息互通互享，降低买卖双方贸易成本
和时间成本。通过“海上鲜”平台快速
撮合、物流点对点直达，售前储存时间
平均缩短约 12 小时，买家成本平均降
低约 10%。“用上这个平台以后，我现在
大概一年能多赚 20 多万元。”奉化船老
大林先生笑着说，同时打开手机页面给
记者展示起平台的其他功能，“现在除

了可以线上交易，我们还能手机下单预
约，提前安排给船加冰补给、海上加油
服务。”

原来，海上渔船作业负荷大，对燃
油需求量极高，通过手机交易平台下
单加油，海上加油船就会根据后台渔
船 管 理 的 大 数 据 分 析 出 最 佳 加 油 航
线，无须回港，渔船在海上就能完成燃
油补给。

除此之外，5G、区块链等最新科技
也被叶宁所相中，应用到海上鲜平台
中。它的智能监管仓技术，将传统冷库
打造成了依靠大数据管理的共享冷库，
让渔民更加放心地将渔货储存于此。“全
国有多少仓库，仓库里有多少存货，每个
托盘在什么位置，叶总都能一目了然。
哪怕托盘产生了小幅度的位移，他都能
第一时间收到信息。”海上鲜的一位老员
工告诉记者，正是叶宁这种持之以恒的
创新钻研态度，鼓舞着全体员工共同
努力。

从“卖设备”到“海鲜撮合交易平
台”，再到提供供应链管理服务、智慧加
油服务、智能监管仓技术及海洋经济产
业园区的投资运营，“海上鲜”不断创新
商业模式。“因为我们的商业模式比较
新，很多内容都是首创，刚刚推出时遇到
很多质疑的声音。”叶宁说，宁波的各级
政府对创业者有着包容的态度，鼓励创
新，帮助他们蹚出了一条新路。

持续创新，共享互联
网红利

从奉化海上鲜总部大楼 15 层往下
望去，阳光为这片落成不到一年的产业
园区染上淡淡的金光。这里是“海上
鲜”投资 1.5 亿元建成的宁波首个数字
渔业产业园区，集产业园大楼、供应链
平台建设、海洋大数据中心开发与维护
于一体。

初入商海的小舟，如今已经成长为
一艘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巨轮，但叶宁仍
旧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在他的日
程表上，记者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工作安

排，接待安排从 9 时一直延续到 17 时
以后。

“我一般都要忙到零点以后。”白天
谈业务、处理各种事情,晚上要总结、复
盘⋯⋯始终停不下来的他对自己提出了
更高目标：“我们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海
鲜生意”。

谈到未来规划，叶宁踌躇满志：接下
来重点开拓的市场，将不局限于沿海，要
往内陆地区如武汉、长沙等地，还要向上
游和海外拓展。同时，他们要搭建更高
效的开发平台，降低成本，把海洋渔业的
全产业链搞定。近年来，“海上鲜”在吉
林珲春、山东青岛、福建福州、广西防城
港 等 地 建 起 了 海 洋 经 济 数 字 化 产 业
园区。

“我的成功多亏了浙江这片创业创
新的沃土。”叶宁说，帮助项目在每一个
关键节点上踩准节拍——2015 年叶宁
获得宁波市大学生创业新秀、2016年获
得宁波市大学生“创业成长之星”、2020
年荣获“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第一
名、2021年获得第五届浙江省农村创业
创新大赛一等奖⋯⋯

一项项荣誉帮他获得了各种投资与
机遇，也把公司推上了更大的舞台。创
业成功后，叶宁带领团队打造出“浙里惠
渔”一站式数字服务场景应用，牢牢把住
海上安全“生命线”，为渔民提供一站式
政务、商务、后勤保障等服务功能。“海上
鲜”的数字渔业赋能产业振兴模式成功
入选《2022 全国数字渔业典型案例》及

《2022长三角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优秀案
例集》。

奉化团区委书记张钦皓说：“近年
来，越来越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投身乡
村，有叶宁这样建设数字化平台、运用高
新技术带领渔民致富的青年，也有返乡
承包农田深耕智慧农业的青年，还有正
加紧开展农文旅产业一体化的青年，我
们要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让他们发挥更大的光和热。”

“大海就是我的创业舞台。”叶宁说，
未来他将继续为渔业升级、渔村振兴、渔
民致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创建一站式数字渔业服务平台——

叶宁：大海就是我的创业舞台
本报记者 竺 佳

繁殖、产卵、收集、称重、水路与陆路
联合运输⋯⋯近日，一箱 4 公斤重的黄
姑鱼“全雌1号”新品种受精卵从舟山出
发运往宁波象山，这一箱小小的受精卵，
在培育养成较理想的情况下，预计可带
来 500 万元左右的效益，谈起这项合作
时，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徐冬冬研究
员喜笑颜开：“这是黄姑鱼全雌群体培育
技术从科研攻关到市场化的重要一步。”

长年在舟山工作的徐冬冬其实是一
个山东汉子。2009 年他从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毕业后来到舟山工作，领衔
黄姑鱼全雌群体培育课题研究十余年，
相继突破了黄姑鱼雌核发育、伪雄鱼诱
导以及全雌鱼规模化培育等关键技术。

目前，黄姑鱼“全雌 1 号”已经游出
了舟山，宁波象山、台州大陈岛、温州洞
头、福建宁德、山东日照、河南延津等地
均有试养。相比于传统黄姑鱼养殖，“全
雌 1 号”生长速度更快、养殖周期更短，
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更高，每公斤身价在
百元左右。

就像把大象关进冰
箱只需两步一样

早在徐冬冬攻读研究生时，他就发
现，一些鱼类的雌性群体往往比雄性体
重更大、生长周期更短、养殖效率更高。
来到舟山后，肉嫩刺少、营养丰富、广受
欢迎的黄姑鱼进入了他的视野。

就像人们戏称将大象关进冰箱只需
两步一样，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徐冬冬的
黄姑鱼全雌苗种培育课题也可分为两
步：首先要研究如何将原本的雌性黄姑
鱼转变成“伪雄性”，其次是让“伪雄性”
黄姑鱼再与雌性黄姑鱼交配，诞下只有
雌性的黄姑鱼宝宝。

为了培育一批拥有优秀基因的“鱼
爸鱼妈”，徐冬冬从研究员变身渔民。在
舟山海域中，徐冬冬或随渔民出海捕捞，
在渔船上进行科研工作，或守在码头，等
着渔船靠岸，就登船筛选黄姑鱼亲体。

“黄姑鱼全雌苗种培育的研究最早
开始于2007年，光是母本选育就经历了
4 代，终于有了一批‘基因优化版’的优
质母本。”徐冬冬说。

2012 年，在徐冬冬主持下，浙江省
海洋水产研究所正式开展黄姑鱼性别控
制技术的研究，设立培育全雌黄姑鱼的
科研项目。

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当时国内外都没有相关领域的育

种技术，也没有成功先例可以参考，我们
能做的只有自己平地起高楼。”徐冬冬
说。他开始伪雄鱼诱导技术的研究，通
过将受精卵冷激以诱导雌核发育，反复
尝试冷激温度和时长；为伪雄鱼的诱导
实验选择最合适的药物，药物种类、药物
浓度、处理时间点与处理时长等都与最
后结果息息相关。

在这期间，失败成了家常便饭。水
温与供氧量不对，试验鱼群成批死亡；冷
激处理时长不足，雌核诱导率大大降低；
诱导药物出现问题，或是鱼苗发育成存
活率低，或是出现千奇百怪的“畸形
儿”⋯⋯

“有时科研就像打游戏一样，稍有不
慎，轻则选关重开，重则从头再来。”徐冬
冬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徐冬冬和团队
相继攻克了黄姑鱼雌核发育、伪雄鱼诱
导及全雌鱼规模化培育等关键技术。

做科研得有一颗大心脏

凌晨，西轩岛海水增养殖基地已陷
入了沉睡。突然，车间养殖池的断气警
报声响起，徐冬冬团队成员和工人师
傅不约而同地向养殖车间冲去，
先启动备用气泵抢救鱼苗，再
排查断气原因。井然有

序、分工明确，因为这样的场景徐冬冬团
队已经历过多次。

“做科研得有一颗大心脏，随时准备
应对突发情况。”徐冬冬看着水池中欢快
的鱼儿感慨道。

据他回忆，岛上意外情况随时会出
现。5 月至 8 月是黄姑鱼繁育、产卵、增
重的关键季节，但也是台风的高发季。

“遇到台风天，我们都担惊受怕，像是患
有强迫症一般，反反复复检测岛上的电
力线路有没有安全隐患、养殖基地是否
牢固等细节。”徐冬冬说。

但无论怎么准备充分，自然的不可
抗力仍然会造成损失。台风一大，岛上
经常面临断电风险，电力一断，意味着养
殖池的供氧系统随之中断。“担惊受怕是
常态，有时在宿舍睡着觉，突然空调停
了，就知道可能断电了。我跳起来就往
养殖池冲，果然池子里的供氧也没了，如
果这时再碰上备用气泵不足的问题，那
只能眼睁睁看着鱼群死亡。”

除了断电，徐冬冬和团队成员还碰

到过很多其他情况。试验中的鱼群病
了，全员守在池边撒药、喂食、观察，轮流
值守；供氧量太大了，试验鱼苗开始在池
里“扑腾”，太小了则有缺氧的风险，就要
反复尝试找到合适的供氧大小⋯⋯每一
步，徐冬冬和团队都走得很谨慎，因为一
次意外很可能意味着一整年的努力化为
乌有。

“在项目前期，这样的事情是常态，
我们能做的补救措施，就只能尽
可能扩大群体数量，争取出
现意外时能多保留一
些。”徐冬冬说。

目前在西轩
岛上主持养殖
工作的是徐

冬冬团队成员胡伟华工程师，他用了一
个“稳”字来形容徐冬冬。“虽然现在出现
意外的概率已经大大降低，但每次碰到
意外我们仍会急得不行，但和徐老师汇
报时他总是很稳，好像已经预见到了意
外。”

“今年不行就明年再来，只要朝着正
确的方向努力，总能完成的，不要急于求
成。”回忆起经历过的种种意外，徐冬冬
一笑了之，并把他的经验传授给了他的
学生。

科技成果要让老百姓赚钱

去年 11 月下旬，徐冬冬带着“全雌
1 号”前往广东参加第四届中国水产种
业博览会。开幕式上，17 个经国家审定
的水产新品种正式发布，黄姑鱼“全雌 1
号”榜上有名，这也是舟山市获批的首个
水产新品种，更意味着“全雌 1 号”至此
开始正式面市。这一天，徐冬冬等了 10
余年，这个正值壮年的山东汉子，鬓角已
经有了白发。

“科研成果不能成为空中楼阁，要落
地，要用科研成果帮助老百姓赚到钱。”
徐冬冬已经规划好了下一步目标——在
内陆盐碱地试养以黄姑鱼为代表的东海

高品质经济鱼种。
为黄姑鱼“全雌1号”与内陆盐碱地

牵线搭桥的，是青蟹。2019 年，宁波大
学科研团队在河南兰考与延津的盐碱地
成功试养青蟹，这为徐冬冬打开了思
路。“青蟹适宜生长的盐度条件在 14%
至 27%之间，青蟹能养，我们舟山的鱼
应该也行。”他这样思考着。

相关资料表明，舟山因处长江口流
域，受到潮流、季节等因素影响，海水含
盐度在 6%至 27%之间变化，所以舟山
的海水鱼同样具有耐低盐度的优势。河
南延津有大量闲置盐碱地养殖水塘，含
盐度为 1.5%。“如果能在此成功试养黄
姑鱼，或许就能够为全国 5 亿亩盐碱地
综合利用蹚出条新路子。”徐冬冬说。

他和河南延津的养殖户朱小贝搭上
了线，朱小贝原本养殖的是淡水鱼，经济
效益较低，每年亩产收入不足 3000 元，
在改养青蟹后，预计 8 亩蟹塘可收获 10
万元，这也给了朱小贝试养黄姑鱼“全雌
1 号”的信心。如果试养成功，亩产收入
将达万元以上。

不止如此，徐冬冬想要将黄姑鱼“全
雌1号”推向市场的步骤走得更快，目前
他的团队已经建立起 3 家“全雌 1 号”的
苗种规模化繁殖基地，年产全雌苗种
500 万尾以上，养殖“全雌 1 号”可帮助
相关企业与养殖户提升养殖产量 40%

以上，养殖效益提升约50%。
“‘全雌 1 号’已经游出舟山

了。”徐冬冬介绍说，从南到
北，从东到西，“全雌 1 号”受到
了福建、山东、河南等地试养单

位的欢迎，不停有人“追单”，知名
度也越来越高。在徐冬冬看来，继续

优化“全雌 1 号”仍是他的主业之一，他
和团队正在进行“全雌1号”的循环水养
殖实验，以期取得更多技术突破。

领衔课题研究十余年，突破雌核发育等关键技术——

徐冬冬：让黄姑鱼只“生女儿”
本报见习记者 吕凌棘 共享联盟·嵊泗 斯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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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吕凌棘 共享联盟·嵊泗 斯楚楚

才兴之江

人物名片人物名片

叶宁 宁波海上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浙江科技大学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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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杰出青年企业家、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
牛奖”、数字新浙商、浙江省十大数字乡村先锋人物等荣誉称号。

人物名片

徐冬冬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养殖
室副主任，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
金项目、浙江省重点科技项目等 20 余项；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5 项，完成水产新品种
研究 1 个。相关研究成果获海洋工程科学
技术一等奖、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技进
步一等奖、海洋科学技术二等奖、舟山市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奖项。

▲ 叶宁（中）与同事讨论工作。受访者供图

▶ 徐冬冬查看养殖池水温。
见习记者 吕凌棘 摄

黄姑鱼黄姑鱼““全雌一号全雌一号””苗种苗种。。共享朕盟共享朕盟··舟山舟山 姚凯乐姚凯乐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