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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家女变身实业家
古朴乡村旧貌换新颜

■ 本报记者 傅立钢

商人画廊 Biz story

乐蜂网创始人李静是个乐观的人，她说自己

适合创业，有了目标就往前冲，不会想太多，即使

不成功也绝不怨天尤人。她还是主持、导演、编

剧、制片人，沈南鹏说她“很有商业敏感和悟性”，

她是众人口中的“全能冠军”，台前幕后样样擅长，

总之，她说，“自己的人生一定要攥在自己手里”。

李静的招数

前段时间，李静在淘宝网上花 28 块钱买了一

个装饰性眼镜，她觉得挺好看，顺手发到了微博

上，结果那家店一下子就火了。李静本人就喜欢

做 SPA，从英国、法国进口回来的精油，她拿到自

己的节目里讲自己使用的经验和感受。几乎没花

什么推广费，产品就这样卖起来了。

李静创办的乐蜂网是几家 B2C 网站当中做自

有品牌最早的，也可以说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李静

做自有品牌的路子是，根据每个明星或化妆品领域

的专业人士特质，打造专属于他们的化妆品品牌。

但是，李静并没有得到十足的安全感。“做自

有品牌是有风险的，难道要跟欧莱雅去竞争吗？

去跟宝洁竞争吗？”

不过，李静和平常女性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

她仿佛不需要那么多安全感。李静说自己最初创

业的时候身上只有 2 万元钱，连工商注册的门在

哪儿都不知道。“29 岁之前我在电视台工作，干得

也很优秀，但我的回报离我要的很远，我连一个属

于自己的节目都没有，我干了 10 年！人最痛苦的

不是你忙碌没有得到回报，而是没有找到自我实

现的可能。所以，29 岁之前大把时间我都是闲着，

真的是‘大器晚成’。”李静苦笑着说。

第一个10年

话虽然这么说，不过那 10 年李静可真没闲

着，在电视台那阵，大家都叫李静“李大组”，因为

最多的时候她同时可以做 8 个组的事情，分别担

任主持、记者、灯光、后期、导演……前后轮了一

遍。“我对新事物有好奇心，愿意花钱去学习，懂

我的人会给很好的口碑，不懂的人觉得我傻，什

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李静毫不在乎地说。第

一个 10 年给了李静专业的养分储备，后来李静

做制片人和自己的公司，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全

能”。“我心中有一个蓝图，我知道要什么样的团

队，什么样的舞美配合什么样的灯光，才能实现

我想要的效果。”李静说。

在职场的第一个阶段，李静和大多数人一样，

运气平平，一直努力寻找，始终没有遇到一个伯

乐。李静对自己说，天上不能掉馅饼，那我就自己

做一个。之后李静成立了东方风行，做《超级访

问》、《美丽俏佳人》、《非常静距离》这些节目卖给电

视台，从给他们打工变成甲方乙方的关系。记者采

访了一些当年热捧李静节目的观众，大家都表示那

是一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节目。当时，几乎所有的

电视主持人还只是对着事先写好的演播词照本宣

科，年轻的李静已经开始豁出胆子，和戴军一起对

着摄像机镜头嬉笑怒骂了。这对当时的荧屏绝对

是一个冲击，几乎开创了中国脱口秀节目的雏形。

创业后的改变

不过，李静并不满足，又不断学习了很多东西，

编剧、管理、主持、电视，然后学做品牌，“是因为我不

断地在打破昨天的我，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好多东

西是被选择的，最后慢慢变成你拥有的一种能力，到

了一定阶段，你做的事情就会很像你。”李静说。

跟她共事多年的同事评价李静，“学习能力很

强”。当年，做乐蜂网的时候，别说经营，连一个电

商网站应该配备什么样的人，李静都浑然不知。

他们一起到各地拜访企业，虚心求教。李静甚至

把在飞机上用来消遣的时尚类杂志也丢在一边，

到了机场就买一堆商业类杂志。结果公司里掌握

外界信息最快的就是李静。

自从做了乐蜂网之后，李静的生活方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经常会有挺累的感觉，工作特别

辛苦，最大的辛苦是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所有

的日程变得特别忙碌，有时候有点喘不过气来，那

时候心情会不好，就会觉得为什么要选择给自己

这么多的责任？”李静也免不了抱怨。

不过李静知道自己是一个呆不住的人。让她

从此在家里相夫教子是绝对不可能的。“睡觉、购物、

工作、旅游，都是我的生活方式，它们相辅相成。现

在我有钱了，可以不工作，但如果我只购物、旅游，那

会很没意思，我要的是忙中偷闲，闲中带乐，我努力

工作，是为了放松地去玩，和吃饭睡觉一样，是不能

忽略的。”李静调侃起自己的生活方式来。

李书福显然是个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人。坐

在记者对面的李书福没发表任何开场白，只用半

开玩笑的口气说：“开始吧，我接受审问。”

这位吉利董事长近日来到伦敦，在伦敦精确

到每分钟的日程，也让他完全没时间消耗在那些

不咸不淡的套话上。来看一下他某一天的行程：

早上他拜会了英国商务大臣凯布尔和伦敦市市

长约翰逊，中午在简单自助餐之余见了几家中英

媒体，下午跟他的英国工厂同事面谈业务，随后

就要乘着他所钟爱的“黑色出租车”赶赴希斯罗

机场——不过，与以往乘车感受想必有所不同，

因为李书福如今已是“黑色出租车”的大当家。

他说，此行来伦敦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吉

利不但有能力买下“ 黑色出租车”，还有办法让

“黑色出租车”起死回生，提升竞争力，在全球出

租车市场实现更大的业务目标。

有把握年内扭亏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是今年 2 月 1 日宣布收购

伦敦“黑色出租车”生产商英国锰铜控股的，吉利

以 1104 万英镑代价将后者全部业务与核心资产尽

收囊中。此前吉利拥有锰铜 19.97%股份。锰铜因

陷入财务困境，去年 10 月被迫进入破产保护程序。

收购完成后，吉利已将锰铜在英国的业务板块

统一到原来就有的伦敦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名下。

在李书福看来，锰铜走向破产保护的主要原

因是在战略制定等方面缺乏自信，吉利原来尽管

是其中一个股东，而且持股比例相对较多，但决

定权还没有完全形成，董事会在讨论公司的技术

方向、产品战略方面很难达成一致。

现在这个问题已随收购的完成而迎刃而解。

“首先在制定新的商业计划和企业战略上，吉利有

100%话语权，”他说，“吉利会花大量时间去研究新

商业计划，充分挖掘伦敦出租车传统经典的优势。”

据了解，李书福“重整旗鼓”的思路分三步实

现：第一步，降低黑色出租车的重量，实现“轻量

化”，从而降低油耗，减少排放；第二步，采用沃尔沃

的先进油混技术，可以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同时达

到超低排放；第三步，完全电动化，实现零排放。

李书福说：“我们要重新研究设计新的伦敦

出租车，但是会保持传统的功能，保持其经典的

元素，既为伦敦市场提供服务，也为全球市场提

供服务。”

出租车的专业化

伦敦出租车行业由伦敦市长直接管辖，对其

的管理也是从城市服务功能的角度来衡量，李书

福希望国内城市也可以考虑借鉴这种理念：出租

车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运营工具，只需简单的发牌

管理，还要考虑其提供的服务。

除了锰铜，全球再没有第二家汽车公司是专

门做出租车的。李书福想做的正是“出租车的专

业化”。对此，吉利集团 CFO 李东辉称，吉利早就

看好“全球出租车”和低排放计划，但是需要加大

投入，当时吉利没法说服其他股东一起追加投

资，现在则可自主掌握投入。

“如果以未来 5 年作为一个时间框架，考虑

到出租车销售到全球市场、实现低排放目标，整

个 出 租 车 项 目 有 可 能 达 到 1 亿 英 镑 的 投 入 规

模。”他说。

伦敦出租车业务的迅速恢复也提高了新东家

此行的兴致。除了已恢复第一辆车在伦敦本地的

销售，近日 400 辆海外出租车订单也来到——沙特

阿拉伯和澳大利亚分别订购 200 辆。李书福相信

英国考文垂工厂的生产很快即可恢复。

锰铜前财务总监、现伦敦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Peter Johansen 也乐观表示，之前估计

的 3 年扭亏为盈计划有望提前在一年内完成，甚

至今年底就可能实现盈利。 （师 琰）

李静：创业改变了生活方式

李书福豪掷1亿英镑

重整伦敦出租

■ 本报记者 袁 远

徐敏利徐敏利

一 座 古 朴 典 雅 的 乡 村 农 庄 在 短 短 几 年 时 间

内，就被评为“ 全国 3A 级旅游景区”、“ 全国乡村

旅游五星级示范点”，“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成 为 中 央 电 视 台 新 农 村 建 设 栏 目 的 重 点 报 道 对

象，这就是浙江荻港渔庄。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

炎 和 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 孙 家 正 等 领 导 曾 专 程 来 到

这里考察调研，日前，本报记者来到荻港渔庄，与

渔庄董事长徐敏利聊起了她的创业故事。

卖鱼起家的渔家女

刚走进渔庄，记者就看到一位 40 岁出头的女性

正在小心地扶着乡里的老人跨过台阶，谁成想这位

文雅朴实的邻家大姐，正是浙江荻港渔庄的创始人

和董事长徐敏利。

19岁那年，出身乡间的徐敏利就开始在城里的农

贸市场做起了鲜鱼生意，这一干就是 10 年。在

这 10 年里，徐敏利起早贪黑地经营着鱼摊，

把家乡荻港村最新鲜的活鱼运到城里销售。在这段

时间，她学习了很多关于鱼的知识，也练就了一些本

领——无论什么样的鱼，她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是不是

野生的，也能说出这些鱼做出来是什么味道。

在结束了鲜鱼生意后，徐敏利开办了一家油

脂化工企业。在这家企业经营 6 年多，她挣得了自

己人生的第一桶金。有一年夏天，因为受工厂污

染，荻港村里的一片鱼塘发生了大面积死鱼事件，

看着辛苦一年却损失惨重的乡亲们，徐敏利也心

如针扎。从那时起，她就萌发了转行的念头：“我

得为家乡做点实事，还荻港古村‘倚港结村落，荻

苇满溪生’的美景。”

致力于打造绿色生态经济

徐敏利说干就干，2004 年，她痛下决心，放弃

了利润丰厚的油脂化工厂，通过改造 300 多亩荒

地，继承传统“陈家菜”的餐饮文化，发展了以农家

乐为主体的餐饮住宿业和鱼文化产业，建立了荻

港渔庄。她告诉记者，“最初只是想开一家小型的

饭店，但随着来荻港的游客一天比一天多，我的思

想也在变化。”经营农家乐对徐敏利来说是件新事

物，对整个荻港村来说，也是个新事物。于是，从

未做过餐饮的徐敏利请来村支书吴瑞春、副书记

章金财、青鱼合作社负责人吴连荣、搞建筑的土专

家章定凤等人一起出谋划策，决定把农庄规模做

大。在那几年里，徐敏利一心扑在渔庄的创建上，

没日没夜，亲力亲为，一座占地 300 亩的渔庄，出现

在了这片土地上。

2006 年 5 月 1 日，投资 3750 万元的荻港渔庄

开业了。但很快，徐敏利发现，只有 20

多个餐饮包厢，垂钓区的以餐

饮 、休 闲 为 主 的 一

期 工 程

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农家乐的作用。很多前来吃饭、

休闲的游客觉得渔庄里的休闲项目太少。于是，徐

敏利又开始了以会务、住宿、健身、书画展览室及

其他配套娱乐设施为主的二期工程建设，并着重

以荻港鱼文化为主题，打造集观鱼、吃鱼、祭鱼、钓

鱼为一体的新式服务业。在建农庄的同时，她也

尽力做好“生态”文章。荻港渔庄投入 200 多万元，

购置了污水处理设备，确保排放达标。徐敏利告

诉记者，农庄筹建时，资金相当紧张，但她坚持生

态理念投入了大量资金，现在看来很值得。如今，

陆续投资 1 亿多元的荻港渔庄已借水生景，集美

食、住宿、观光、会务、休闲功能为一体，成为太湖边

上一处知名的景区和度假村，同时解决了 200 多名

村民的就业问题。

打造现代特色服务业

记者站在荻港渔庄蜿蜒的长廊向外看，青砖灰

瓦，荷叶满池。不远处，荻港渔庄三期工程正在建

设，淡水鱼观赏游乐一条街就是其中的一个建设项

目。今后，游客走在这条路上，望两侧小溪沟就能

见到各种淡水鱼在游弋。

徐敏利向记者介绍，整个三期工程项目建筑

面 积 超 过 1.6 万 平 方 米 ，项 目 总 投 资 过 亿 元 ，目

前 ，三 期 工 程 已 被 纳 入“ 浙 江 省 服 务 业 重 大 项

目”。建设内容有淡水鱼活标本区、传统养鱼和

现代养殖技术鉴赏区、观赏鱼一条街、鱼缘书画

展 示 馆、古渔具展示馆、

水 乡

鱼趣民俗婚庆展示馆等。整个三期工程的街区以

河流贯通，形成原始的养殖区域，再现古代村民以

打渔为生的生活场景，让游人见识盛誉下的鱼米之

乡，同时供艺术家写生创作。

致富不忘反哺社会

徐敏利的事业蒸蒸日上，她也不忘反哺社会。

徐敏利联合新荻村建立农业专业合作社，投资 530

万元创办了占地 300 多亩的渔达农业科技园区，大

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带领周边群众走上致富道

路。如今园区里已是鱼翔水塘、鹭飞田间、翠竹摇

曳、荷叶生香。2010 年，徐敏利还自掏腰包 600 万

元建立了占地 15 亩、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的“荻港

养生苑”，让孤寡老人老有所依，这在太湖地区成为

美谈。

渔庄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世界各地名流，他们在

此做客后纷纷题字表示赞赏。浙江省内大型企业，

甚至上海某些企业的年会都选择在渔庄举办。“渔

庄已经具备了接待各种级别会议的功能，还有 200

多个床位为游客准备，只怕到时候游客太多，满足

不了他们的需求。”徐敏利兴奋但也有些担心地对

记者说。再过些日子就是江南的春天，也是荻港渔

村最美的时节，昔日太湖边上的渔家女徐敬利，也

将在忙碌中迎接她事业的另一高峰。

商海人生

焦点人物 风云人物
李书福李书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