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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渗透传统渔业全产
业链

让章利恩“安心睡觉”的便
是高效便捷的物联网技术。

2016 年， 深知父辈养鱼艰
辛的沈杰，“跳出农门”15 年
后， 带着全世界最先进的物联
网理念，回到了家乡湖州，一手
创办起浙江庆渔堂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今年 38 岁的沈杰是国家物
联网基础标准工作组总体组组
长，是国内物联网领域的专家。

回到家乡，“渔二代”沈杰成
了一名“博士渔夫”，搭建起了汇
集养殖户、饲料厂商、销售档口、
金融机构等相关各方的“智慧水
产服务”物联网平台。

“鱼塘边的表箱连着远在城
镇的监控中心，水温、含氧量等信
息通过 App及时发送到渔民手机
上。 ”沈杰说，“智慧水产服务”平
台的物联网水质监控服务， 目前
注册用户已超过 8000 户，不仅真
正做到了“两人通宵，渔民千人睡
觉”， 减少了渔民深夜巡逻的强
度，还把鱼浮头的死亡率降到零，
降低电耗、提升产能。

章利恩说，以前渔民养鱼凭
经验判断鱼塘含氧量足不足。
“现在，只要看数据就行，等于请
了一个工人不停地给我巡塘，也
省下了不少电费。 ”

事实上，物联网不仅颠覆了
传统渔民积累了数十年的“养鱼
经”， 也渗透到了传统渔业的全
产业链。

“以前卖鱼，通过经销的‘二
道贩子’， 有时就会出现拿不到
钱的情况，现在和物联网平台合
作，定价合理、上门收购。 ”章利
恩说， 物联网还会预测鱼市、指
导养殖，渔民们再也不是“会养
什么就养什么”“去年什么挣钱
就养什么”了。

据悉，随着物联网科技服务
优势的不断体现，水产养殖户的
劳动管理强度和养殖风险不断
降低，庆渔堂又开始启动了他们
自主设计的一种“高效益、高品
质、零排放”的双鱼塘微水循环
生态养殖模式。

“这是一个包括实时监控、
智能增氧、自动投料、纯物理杀
菌等技术的物联网生态水循环
养殖系统，不仅可以轻松养鱼，
还可以极大降低水产养殖过程
中的水体面源污染， 实现智慧
养鱼、高效养鱼、生态养鱼。 ”沈
杰说。

“鲁家模式”建设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的希望在青年。 ”
站在办公室的窗口， 朱仁斌说，
他最想听到的是楼下年轻人的
声音。

朱仁斌是浙江省安吉县鲁家
村党委书记。如今的鲁家村，青山
环绕，竹影摇曳。但直到朱仁斌回
村上任的 2011 年，鲁家村还是安
吉“脏、乱、穷”的代表：村集体年
收入不足两万元。 全县 187 个行
政村卫生检查，鲁家村倒数第一。

因为没资源、没产业，村民
大多外出打工，农田山林大都荒
废了，“一些爱在田地里鼓捣的
村民，就在村里养猪、养鸡，想叫
朋友来投资，但他们进村看看摇
摇头就走了。 ”朱仁斌说。

改变始于对环境的整治。 朱
仁斌带着村“两委”班子马不停
蹄，在村里分发垃圾桶，为每个
村民小组聘任保洁员，安排妇女
队长监督，垃圾处理、河道保洁
等措施也纷纷落地。

美丽经济自此开启。 2013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家庭

农场”，朱仁斌说服村“两委”班子，
把打造“家庭农场”、 发展现代农
业， 确立为鲁家村未来发展的思
路， 并出资 300 万元邀请设计单
位，设计规划鲁家村发展的蓝图。

在此后， 鲁家村引入旅游公
司，共同组建经营公司，原本荒废
的农田和低丘缓坡则开出了 18个
以蔬菜、果园、药材、茶叶等特色产
业为主的家庭农场，还修建了一条
4.5公里长的铁轨进行串联。

朱仁斌告诉记者，为了实现
村民利益的最大化和各个农场
之间的良性竞争，在美丽乡村建

设基础上，他们采用“公司+村集
体+家庭农场” 的一整套经营乡
村的“鲁家模式”，实现共同经营
和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数据显示，至今鲁家村已吸
引了 20 亿元社会资本， 村集体
收入去年达到 333 万元，村民年
人均收入 3.5 万元。 而规划面积
55.9 平方公里的“田园鲁家”，在
去年 7 月被公布为首批 15 个国
家田园综合体试点之一。

朱仁斌说，检验美丽乡村建
设成果的最终标准，是让农民笑
起来。 但自己最高兴的，还是村
里的年轻人回来了。

据悉， 目前鲁家村已有 300
多名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到了村
里，其中就包括 130多名年轻人。

29 岁的柏文是第一个回到
村里就业的大学生，在南京林业
大学毕业的他，2014 年辞职回到
村里， 先是做起了聘用村干部，
后又承包了村里流转的 50 多亩
土地，办起了家庭农场，从事食
用菌和灵芝种植。 杭州一所职业
技术学院的学生楼健，就在村里
的旅游公司实习，“毕业后，打算
留在村里工作了”。

“青创农场”助力乡村振兴

春节过后， 翻土、 整地、清
理、开沟……34 岁的安挺一直在
他的“青创农场”忙碌着。

安挺的“青创农场”在安吉
笔架山高新产业技术园，40 亩的
土地种了覆盆子，“可以做中药，
也可以鲜食”。 对于前景，安挺信
心满满。

为帮助有志从事农业领域
创业的青年，动员更多优秀青年
回乡发展，去年，浙江团组织依
托农业园区、专业合作社、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企业等倾力推
出、打造“青创农场”。

“主要面向的是刚起步的农
创青年。 ”团浙江省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作为青年农业创业孵化
基地，“青创农场”通过共青团主
导、专业化服务和社会化运作方
式，将得到场地、技术、政策、金
融和渠道等多方面的服务支持。

据悉， 仅宁波各级团组织参
与建设的 10家“青创农场”、27家
基层园区基地， 就投入建设资金
近 2.7亿元，种植面积 4600多亩。

去年，宁波“青创农场”的销
售额达到 1.9 亿元。“更重要的，
吸引了 185 名青年返乡创业，安
排了 700 多名青年就业。 ”团宁
波市委书记钱雪华说。

（据《中国青年报》）

� � 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采用农业大数据和物联网模式理念运营的鱼塘，上面是光伏板，下面是生态
养殖鱼塘

打造美丽乡村 发展青创农场

乡村振兴，年轻人回来了
物联网和养鱼，在许多人眼中，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但对于养了近十年鱼的章利恩来说，物联网让他“安心睡觉”了。
章利恩与妻子在浙江湖州市菱湖镇的千丰村承包了 11个鱼塘。菱湖是浙江的渔业重镇，作为传统的露天鱼塘养殖模式，与许多养

殖户一样，因为怕鱼缺氧，章利恩与妻子每隔两个小时就得巡塘一次。
“到了晚上最多睡 3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每晚都睡不踏实。”章利恩说，现在他不仅能随时随地掌握整个鱼塘的水质变化，还能通

过手机 APP在家遥控增氧机的开关，实时监控鱼塘情况。“即便一时忘记了，软件后台也会有人 24小时监控并打电话通知”。

焕然一新的鲁家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