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菱湖镇养鱼历史悠久，渔产业是

全镇的主导产业，全镇水产养殖面积

7.5万余亩，拥有渔业从业人员1.2万

人。近年来，该镇积极建设省政府数

字乡村一号工程，成功入选省数字生

活新服务特色镇，推动渔业智慧化、

生态化、全链化、体验化、品牌化发

展，促进渔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农

民增收，有力推动智慧渔业发展，不

断助力乡村振兴。

以数字赋能渔业，菱湖镇打造绿

色养殖新模式，通过推广“跑道养鱼”

“数字渔仓”等新型智慧化养殖模式，

建设勤劳村精品养殖示范园，费家

埭、永丰村等市级现代渔业园区，用

物联网把生产端小散的养殖户都连

接起来，不仅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实

现数字化、智能化和规模化协同发

展，提高养殖户收益。园区内主养品

种为加州鲈鱼，通过合同、租赁和订

单方式组织辖区内农户参与跑道鱼

养殖基地运营，户均增收30%以上。

“智慧渔业的发展，离不开全体养

殖户的努力。”菱湖镇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为养殖户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是他

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菱湖镇依托渔

都渔业科研中心建设“数字渔业大

脑”，用数字化升级和赋能传统渔业，

以分析、服务、监管为导向，构建了渔

业资源、渔业服务、渔业监督、渔业生

态链等四大功能模块，为养殖户养殖

及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菱湖镇以

渔业协会为驻点，建立“渔业产业党

委”，为养殖户在生产、技术、信息网络

等方面的沟通交流提供平台，积极为

养殖户提供鱼病检测、用药指导、矛盾

调解、生产保险等一系列服务，还定期

在范蠡大讲堂开展渔业知识宣讲及安

全生产培训活动，累计组织3000余名

渔民共开展养殖技术传授、鱼病防治

培训35次。

如今，菱湖镇通过提升发展一

产，做大二三产，延伸上下游产业链，

打造了全新渔业产业链。全镇 2020

年渔业总产值20亿，渔技工遍布全国

22个省（区、市）。全镇已注册水产商

标22个，建设“菱湖鱻鱼”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已建成千亩跑道园区1个，

培育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7 家、省级 1

家、区级 2 家，市级农业“大好高”7

个，其中星光数字渔场项目被列为省

第二批数字农业工厂试点，农业签约

项目 19 个。全镇 85%以上的渔民已

实现智能现代化养殖，亩均产量较传

统养殖增加20%-30%，总效益增加3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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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渔业生产

渔民增收有了“智慧的翅膀”
这段时间正是跑道鱼的丰收季，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费家埭村的养殖户孙玉林每天早上都要到村里的

数字渔村智慧管理平台大屏上看看白鱼的鱼市行情。“大屏上还会展示饲料、鱼药信息和鱼塘溶氧指数，可

以帮助我们科学、高效养鱼，十分方便，今年我的白鱼产量预计可以达到3万斤左右，总产值可达27万元。”

孙玉林说。

日前，衢州市衢江区后溪镇泉井边村

300亩甘蔗林一片葱郁，二三十名村民正

在田间劳作。村党支部书记刘三富兴致

盎然地说：“这片甘蔗林去年还是一片抛

荒沙滩地，今年3月陆续开种，11月开始

收割，甘蔗总产量可达50多万公斤，预计

可产红糖5万多公斤，到年底可为村集体

带来 200 多万元的收益，户均年增收约

2.31万元。更令人兴奋的是，村里借助甘

蔗产业，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带领

村民共富。”

拥有2300多人口的泉井边村，坐落于

江山港沿岸，村里种植甘蔗已有400多年

历史。村里有250亩沙滩地，属集体土地，

多年来承包给200多个农户，因缺乏有效

管理，承包费一直拖欠，地块大多处于抛荒

状态。一方面土地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村

集体却“无产业、无规划、无项目”。今年

初，在后溪镇“一村一品”发展政策的鼓励

下，村“两委”干部商量，决定回收地块，由

村集体来种植甘蔗。在村“两委”班子、党

员的努力和镇纪委的协助监督下，仅用3

天时间，就完成清理回收工作。

如何让一根甘蔗撬起乡村富民产

业？刘三富有自己的思路。为保证甘蔗

种植有技术保障，村里请出了七八十岁的

“老把式”，专门指导和管理甘蔗种植。同

时，与义乌甘蔗研究所对接，取得技术上

支持，引进了“贡品一号”“黑皮果蔗”“台

湾白蔗”等12个甘蔗良种。

而对于甘蔗加工成红糖后的市场销

路，刘三富说，他以前做生意时，每年都要

帮着亲戚朋友推销数百公斤的红糖，对销

售渠道和市场需求，心里有谱。“村里决定

规模化发展甘蔗产业，思路也要随之拓

宽。村里已注册了‘甜蜜蔗哩’商标，准备

打造品牌，走精品路线，5 万公斤的红糖

不愁卖。”

泉井边村的甘蔗“逆袭”之路，并不止

步于甘蔗的种植和销售。后溪镇党委书

记林华说，泉进边村资源禀赋、自然环境和

乡土文化等条件都不错，已被列入美丽乡

村精品村、未来乡村、产业发展示范村创

建，镇里已高起点高标准设计了未来乡村

运营方案，依托资源优势，准备发展特色甘

蔗产业及手工红糖制作、“糖发烧”酒制作

等手工艺，形成蔗里工坊；同时，逐步引入

传统民俗工艺，打造甜蜜蔗糖之乡，在一产

二产壮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研学游、甘蔗

节发展特色农文旅产业，构建乡村产业体

系，建设产业兴旺的乡村未来社区。

“资金、项目、规划都有了，我们要加

快变现，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

办实事的行动。”走在新浇筑的甘蔗大道

上，刘三富介绍，目前村集体1000多平方

米面积的蔗里工坊在建，将集储存、加工、

体验、游乐于一体；还有观景塔、共享食

堂、停车场等都在布点中。“村里还从农户

手中流转了 80 多亩地，准备用于二期建

设。同时，集中收储了12幢老房子，建设

蔗创空间，弘扬村里的节节高状元文化，

打通农、文、旅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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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农、文、旅产业

衢江：一根甘蔗的“逆袭”之路

村民们在收获甘蔗村民们在收获甘蔗

日前，在位于温岭

市城南镇黄湾村的城南

爱媛家庭农场里，种植

户吴福振忙着将葡萄柚

装入纸箱。边上几位收

购商品尝着已剥好的葡

萄柚，赞不绝口。

眼下正是“网红”水

果——“红美人”、葡萄

柚等水果成熟收获的季

节，当地栽种的“红美

人”和葡萄柚都迎来了

好收成。笔者在现场看

到，果园里的果树上，一

个个果型匀称、色泽光

亮的葡萄柚、“红美人”

挂满枝头，在绿叶的映

衬下，绘就一幅最美的

“丰收图”。

吴福振栽种的“红

美人”和葡萄柚于 2015

年在温岭率先实现投

产。此前，他已栽种温

岭高橙十多年。眼下，

他农场里栽种了25亩的

“红美人”和葡萄柚。“虽

然‘红美人’的外表与普

通的橘子没太大区别，

但其皮薄肉嫩，甜度高，

入口即化，颇受消费者

欢迎。”

当地农技专家陈正

连介绍，城南镇共栽有

“红美人”和葡萄柚3000

多亩。这些“红美人”和

葡萄柚于11月中下旬陆

续上市，批发价分别高

达每公斤26元和14元，

其中“红美人”亩产2500

公斤左右，葡萄柚亩产4000-5000公斤，经济

效益相当可观。“相比之下，温岭高橙的批发

价通常每公斤两三元，即便在供不应求的市

场销售期，其批发价也仅每公斤五六元左

右。”

由于受市场价格及地域受众的影响，近

年来，素有“温岭高橙之乡”美誉的城南镇，

90%以上的温岭高橙种植户调整水果品种结

构。他们在当地农技专家的技术指导下改种

“红美人”、葡萄柚等“网红”水果，或采用高接

换种技术，将原本的高橙树与“红美人”、葡萄

柚嫁接，提升种植效益。

“镇里还引导果农们组建农民专业合作

社，并为大家提供技术服务和产供销信息。”

陈正连介绍，当地还定期组织专家为果农开

展农技培训，“那些率先引入‘红美人’和葡萄

柚栽种的果农，在尝到增收的甜头后，影响并

带动着一拨拨果农走上调整水果品种结构之

路。”在销售方面，当地政府也在积极搭建平

台，通过引导果农参加展销会等来拓宽水果

销路，同时利用乡村旅游、观光采摘等，将顾

客带到田间地头，以此来带动当地水果销售，

实现果农增收，助推共同富裕。

喜“新”也不能厌“旧”。温岭高橙作为

温岭特有的传统地方水果，因其独特的口

感，深受不少台州人的青睐。而且与其他水

果相比，温岭高橙还具有产量高、储存时间

长等优点。目前，当地仍栽种有温岭高橙

3000多亩。

“对于温岭高橙，当地肯定千方百计予

以保留。近年来，我们正积极引导果农调整

销售季节，将12月份采摘上市的温岭高橙储

存至明年清明节前后的水果淡季销售，通过

错峰销售，将高橙卖出更好的价钱。”陈正连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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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果园里当地果园里，，““红美人红美人””挂满了枝头挂满了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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