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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红杰

初见蔡英明的那天，阳光明媚。53岁
的他个头不高，衣着简朴，站在葡萄架下
侃侃而谈，声如洪钟。这位曾经的潍坊职
业学院的老师，已经成功在市场中卖技术
卖产品，他发明的葡萄小龙干技术为多位
农民打开了创业路。

技术接地气，最知道农民

想要什么

5月初，63岁的郭秀清就开始忙着卖
葡萄了，记者在寿光市纪台镇齐家村的葡
萄棚见到她时，她喜滋滋地说，“刚开园的
时候，一斤卖20元，价格不错。”

郭秀清本来是一个种茄子的菜农，她
改种葡萄，源于对蔡英明的信任。前年春
节前的一天，郭秀清到蔡英明那里买农
药，听说蔡英明种了葡萄，技术好、效益
高，动了心，回来就改种了葡萄。转过年的

“五一”竟然就卖了葡萄，这让郭秀清很满
意。

郭秀清对蔡英明的信任，不仅仅因为
他曾是潍坊职业学院的老师，更因为蔡英
明自己种着160亩葡萄。“卖苗的都说自己
的品种好，但是看不见谁也无法证实。蔡
老师自己就种植了160亩，所以蔡老师种

什么，我就种什么。”
1993年，蔡英明告别讲台，靠从亲朋

好友处东拼西凑的资金，承包了70亩土
地。“在学校里靠着一点微薄的工资搞研
究是不行的，只能从市场上赚钱搞研究。
我利用承包地一边赚钱，一边搞研究，可
以说我接地气，最知道农民的难处，也最
知道农民想要什么，所以我的技术能很快
推广开。”

蔡英明一边种、一边研究，种出果子
卖钱，研发出技术免费传授给农民，但卖
苗、卖化肥农药，他自己富了，也带着农民
富。

早也值钱晚也值钱，不早

不晚不值钱

种植业赚钱有两个最重要条件，即高
产和高价。蔡英明在这两点上做起了文
章。

“什么样的技术不好？栽种3年才丰
收的技术就是不好，连年投入足以把农
户拖垮拖穷；不高产的技术就是不好，
不高产就难赚钱；不优质的技术就不
好，果实色泽不美，品质不好；农民不易
操作的技术就是不好，用工量大而且不
易掌握。”

葡萄早也值钱，晚也值钱，不早不晚

不值钱。蔡英明就研发了早葡萄品种和晚
葡萄品种。早葡萄上市比樱桃还早，4月上
市；晚葡萄则在大雪纷飞时成熟。今年冬
暖棚的葡萄4月20日以后就开始成熟了，
批发价达到15-20元/斤。而一般葡萄品种
9月份上市，只能卖几块钱。“到了冬天，冷
藏的葡萄和我的鲜葡萄一起上市，根本竞
争不过我。”

高手在民间

蔡英明研发了葡萄小龙干技术，他自
有的200多亩地，拿出来160亩种了葡萄。
实践后他做了对比：投产快，栽植一年后
即可大丰收，其他技术一年后基本绝产；
产量高，亩产极易超万斤，其他技术通常
只有3000斤左右；成熟早，价格好；易管
理，每人能管理10亩以上，而其他技术每
人只能管理3亩左右，每亩节省开支5000
元左右。

蔡英明的小龙干技术已经成为“老蔡
的公开秘密”，很多人不解，问他辛苦研发
的技术为什么免费传授给大家？蔡英明
说，只有更多的人参与，才能形成产业。所
以谁来我都传，而且一传就懂，一学就会，
老太太都能干。

蔡英明每天都会接待很多来取经
的人，有些人很让他感动。“我的技术已

经传到全国各地去了，经常会有70多岁
的老农民，不舍得花钱坐火车卧铺，买
个硬座背着馒头、鸡蛋、花生米，千里迢
迢来找我。”

记者采访时正碰上泗水县林业局局
长夏理华带队来学习。夏理华说，他带着
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全是村干部和种植
大户，他们都有自己的桃园、苹果园，就是
来学新技术的。

曲师大扶贫办主任赵坤也在队伍中，
从2012年开始，他一直在泗水县当第一书
记。“曲师大有几百项发明，但村里都用不
上。技术接地气，急老百姓所急，才能得到
推广。”

蔡英明还要继续扩大承包土地的面
积，他说，他已经有三十多项发明了，但葡
萄小龙干技术推广得最快最好，他还要做
更多的实验和研发，和更多的农民一起致
富。

省林业厅研究院张繁亮说，“高手在
民间。蔡英明就是隐藏在民间的高手。扶
贫也好，创业也罢，给钱不如给技术。”

三位合伙人都是没有任何

经验的学生

17日，在济南市山大路数码港大厦一
间近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整齐摆放着几排
电脑，十几位员工在忙碌地工作着。而这
家名叫叶子公司的创始人、员工口中的

“张总”，却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叶子公司创立于两年前。当时还是大二

学生的张鹏，与其他两个同学一起创建了这
家网络技术公司。“3个合伙人都是没有任何
经验的学生，在父母支持下，拿出了30万的启
动资金，迈开了创业的第一步。现在想想，这
都是一件勇气十足的事情。”张鹏说。

张鹏的性格里有着天生的不安分的
因子，“我不满足于学好课堂上的知识，当
一个学霸，我希望能够在实践中历练。大
二下半学期，在有了一定专业知识积累
后，我萌发了创业的想法。”

结合自己所学的软件工程专业，张鹏
把叶子公司定位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发
与产品运营，他瞄准了新兴的移动互联网
领域，主要产品是一款集抽奖娱乐支付功
能于一体的手机APP。

“公司研发了这款‘幸运摇摇看’APP。
它可以把广告做成产品内容，用户只要用
微信摇一摇，在参与广告的同时，可以摇到
东西、捡到便宜。它把服务和盈利统一在一
条线上，商家需要广告，用户喜欢幸运。”张
鹏很认真地介绍公司的产品。

此外，叶子公司还对外做技术开发，
为更多的公司提供“互联网+”的解决方
案。公司为山东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做过网
站、为深圳一家车联网开发过APP。

“我要做的并不是伟大的事业，就是
希望能研发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爱用的
手机软件，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把投入的
资金都赔进去。没想到公司能坚持到今
天。”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张鹏的预期。而当
年，扎克伯格做脸谱网站的初衷，也仅仅
是因为好玩。

获千万投资后，最重要的

问题是赢利

和所有创业者一样，张鹏面临着公
司资金短缺的难题。“公司选择做的
APP产品，盈利周期很长，要经过几年
的推广期。公司已经在“幸运摇摇看”
APP上先后投入了近百万，目前还是处
于非盈利的状态。”张鹏告诉记者。

“幸运摇摇看”需要不断投入推广
费用，公司要支付员工工资。最困难的
时候，张鹏只能用自己的钱先垫上。“但
是这都是创业的必经之路，我并不觉得
有什么大不了。”

为了给公司寻找发展资金，张鹏一
直在寻找合适的投资者。通过参加各种
活动，他接触过不少投资方，一遍遍和
投资方交流，介绍公司产品。两年下来，
接洽的投资人不下100个。

今年初，叶子公司获得一家民间资
本公司5000万投资。张鹏和投资方经过
了连续5天艰难谈判，终于敲定此事。目
前，投资方已经向叶子公司注入了第一
批1000万资金。

有了外部投资，叶子公司展现出更
大活力。一个月前，叶子公司从山大创
业孵化中心搬到了宽敞明亮的写字楼。
张鹏又招聘了几名有经验和技术的程
序员，强化技术开发。更重要的是，有了
更多资金输入到“幸运摇摇看”这款
APP的开发中。

但对张鹏来说，他却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压力。“有投资方给我们投钱，是对
叶子公司、对公司所做项目的认可。投
资人愿意赌上金钱，我们公司就要真正
创造出利益来。创业，归根结底是做一
门生意，要实现盈利，这也是目前摆在
我面前最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一旦创业者走上了融资道
路，那势必就是一条不归路。最初，很多
创业者是因为好玩才去开发一款产品，
他们对自己开发出来的产品的热爱如
同自己的孩子。然而，一旦资本介入，就
是资方决定项目的走势了，赢利目的盖
过一切。

坚持下来的关键是实实

在在做产品

相对于其他大学生的创业项目，张
鹏的叶子公司走得更远一些，目前，叶
子公司有员工15人，公司初具规模。

“好的项目可能谁都有，关键是能
不能付诸实践、做出成果，而成功的创
业者要具备极强的执行力。虽然每一步
都很艰难，但一定要每一步都迈出去。”
张鹏总结创业心得。当初，他和合伙人
进行创业时，不仅仅是停留在想法上，
而是拿出资金、雇用员工，做出实实在
在的产品，用产品和技术说话，才逐渐
得到客户和市场的认可，这是叶子公司
能坚持下来的关键。

对于当下的创业热潮，张鹏坦言，创
业只适合少数人，很大一部分创业者过于
盲目和理想化。投身创业这两年来，张鹏
接触过不少和他一样满怀热情的大学生
创业者，但很多创业项目都无疾而终。在
张鹏看来，这些大学生创业团队并没有走
入市场、没有实现盈利的压力，更像是成
员之间拉了个组织，在过家家。

日前，曾经以辍学创业闻名的李想
辞去汽车之家总裁一职。辞职时，18岁
就开始创业的李想对他的创业经历做
了一个总结。他认为，创业成功最重要
的是时机。至于上大学，如果没有一个
天大的机会任你掌控，上学仍是最好的
选择，且一定要上好大学。

在李想看来，他第一次创业时，市
场竞争允许他犯任何错误都能很好地
活下去。而今天的创业环境，时机、团
队、管理、资本等，任何一个没有做好，
胜负就可能分出来了，给创业者学习的
时间越来越短了。而90后创业者，好学
校出来的确实具备明显的优势。

相比其他有经验的创业者，张鹏则
认为，大学生创业要面临着更大困难。

“大学生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就像是一
张白纸。我刚创业时就是这个状态，人
脉和资源都要一步步积累。”

如今，23岁的张鹏有着超越同龄人
的稳重，“圈子里的人年纪都比我大，有
些合作伙伴甚至和我的父亲年纪相仿。
我提前进入到社会的大熔炉里进行历
练，我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张鹏这样形
容自己的创业状态。

他为何把看家本事无偿传授，只因为这个———

只只有有更更多多人人参参与与
才才能能形形成成产产业业

见了百位投资人拉来5000万的山大学生说———

创创业业是是门门生生意意，，不不是是过过家家家家

“山大同学中，能不能出
现 扎 克 伯 格 这 样 的 创 业 者
呢？”

6月13日，在海尔集团和
山东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共同
发起成立“2025创新创业联盟”
的活动仪式上，张瑞敏这样问
在座的山大学生。

23岁的张鹏就坐在下面
聆听，他是作为山大学生创业
成功典型坐在这里的。

张鹏是山东大学软件工
程专业2011级本科生，如今他
已经创办了一家网络技术公
司。今年初，张鹏的公司获得
5000万元投资。

本报记者 韩笑 通讯员 赵晓

蔡英明琢磨了20多年葡萄种植技术，靠它发家致富。 刘红杰 摄

叶子公司创始人张鹏。 韩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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