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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和养鱼，可以说是一个云上，
一个水下，各有各的专业门槛，很难找到

“共同语言”。对此，浙江庆渔堂农业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沈 杰 感 触 颇 深 。
2016年从物联网转战传统渔业前，他曾
问过不少渔民：你们需要什么？希望通
过物联网解决哪些难题？

为了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成立
公司，基于物联网和智能化设备、大数据
中台、供应链服务等核心能力，成功建立
了智慧渔业大数据平台、物联网运营服
务平台、数字渔仓、数字供应链等，帮助
养殖户养“好”鱼，管“好”水，卖“好”鱼。
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渔博士”。

一片反对声中，物联
网专家回乡养鱼

在湖州南浔区石淙镇花园村，庆渔
堂数字生态渔仓项目基地，蓝色的智能
蜂窝池间，一场讨论已持续了一个多小
时——

“自动精准投料，你们具体的需求是
什么？”智能化专家小王问。一米多深的
圆桶里，几千条小鲈鱼随着水循环流动
正游得欢，边上养了几十年鱼的养殖户
却说不出个究竟。刚开完会的沈杰匆匆
赶来接过话题：“现在碰到的主要问题
是，如何根据鱼的大小精准控制投喂量，
防止喂少了没吃饱、多了浪费。”

讨论中，养殖户的需求从模糊逐渐
变清晰，智能化专家也逐渐找到了模块
开发的方向。

沈杰懂物联网，现在也懂养鱼。7
年多来，他努力让物联网技术人员和养
鱼人之间的对话不断持续、深入。但背
后付出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不
到45岁,沈杰的头上已可以清晰看到有
不少白发。

每当看到儿子忙碌的身影，母亲沈
惜琴就会忍不住“埋怨”，“放着好好的工
作不做，自讨苦吃。”

一直以来，沈杰都是她的骄傲——
浙江大学本科毕业后，在中科院硕博连
读，后来担任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副
院长、国家物联网基础标准工作组总体
组组长等。沈杰经历了物联网的起步、
发展，拿到了国际电工委颁发给物联网
国际标准领域突出贡献的第一个“IEC
1906奖”。

让她没想到的是，前途一片光明的

沈杰，竟然在 2016 年辞职，回到家乡湖
州南浔养鱼。

吃了一辈子养鱼苦的沈惜琴当时强
烈反对。她哭着劝沈杰：“别人都往高处
走，你却要回家做农民。”

湖州南浔有“淡水渔都”之称，淡水
鱼养殖是当地的农业支柱产业。和村里
多数人一样，沈惜琴起早贪黑几十年，日
夜扎根鱼塘边，生怕一个疏忽就血本无
归。沈杰却有自己的想法——验证物联
网改变产业的逻辑性。“物联网不是一项
单一的技术，而是一个整体的创新模式，
必须融入产业，做深做透，产生具体的运
营或服务模式，才能发挥出它的最大价
值。”

从小在鱼塘边长大的他，曾目睹过
乡亲们因为养鱼丰收而带来的喜悦，也
亲历过家中鱼塘里的鱼一夜之间死亡的
残酷。他想帮养殖户改变这种困境。“如
果物联网在淡水渔业这样的传统行业可
以行得通，那么在其他行业也就可以应
用好。”

这些，沈惜琴不理解。朋友也劝沈
杰，“回到农村做一件又传统又累的事
情，有啥意思？”甚至有人说起了闲话，

“肯定是外面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
在一片反对声中，当时已36岁的沈

杰凑了数百万元资金，带着小团队回到
家乡，一头扎进了鱼塘。

为建数字渔仓，他抵
押了自己的房子

物联网养鱼，听起来很美，做起来，
比想象中要难得多。

在没有任何经验的基础上，沈杰用
自己的努力逢山开路。“仓养一体”，就是
在一个坑一个坑的基础上走出来的。

“我们通过物联网服务，实现对传统
鱼塘的服务连接，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由
陆基智能蜂窝池养殖系统和供应链标准
化功能系统组成的‘数字渔仓’。”沈杰解
释，就是将“传统鱼塘+数字渔仓”的养
殖资源统筹起来，构建起了一个整体。

在沈杰的带领下，我们细细打量起
这个数字渔仓。和我们熟悉的养鱼场景
不一样，这里的鱼是养在大桶里的。一
个桶就是一套智能蜂窝池养殖系统。我
们看到，每个圆桶都装了增氧盘、传感
器、恒温机等。沈杰打开手机上的智慧
养鱼 APP，上面清楚显示桶里的溶氧、
水质、温度、水位等数值，点击投喂，机器
便开始“轰隆”作业，几千尾鱼翻腾而起，
争相抢食。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从理论上
讲，目前靠传统鱼池养出的鱼，很难实现
365 天所有品类的稳定供给。”2020 年
的一次爆单，引发了他对养鱼标准化和
供应链的反思。

庆渔堂除了提供养殖技术指导和
智能化技术保障服务外，还提供水产品
销售供应链服务，与头部生鲜电商、大
型连锁商超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

“这些平台的需求特点是，只要1斤
左右的‘规格鱼’，太大的或者太小的都不
要。”沈杰说，以往“非标鱼”都是通过线下
农贸市场卖出去的，疫情期间“规格鱼”订
单暴涨，日供量在3万斤左右。“非标鱼”
没地方卖，出现大量损耗，损失巨大。

“不要做了吧。”那段时间，公司所有
人看到他，都会忍不住劝一句。

“亏损可以优化，机会不能再来。”沈
杰说，庆渔堂一直以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以物联网为底层构建平台和服务，连接
养鱼主体、供应链主体，将渔业从养殖到
销售全链条连接起来，降低养鱼风险和
供应链成本，最终让消费者品尝到品质
更好的鱼。思考再三，他咬牙坚持，甚至
抵押了自己的房子。

好在，“危机”闯过了。沈杰开始升级

整个供应链配置模式，数字渔仓应运而
生。沈杰解释，他们将供应链划分为三个
等级，1A是鱼来自传统鱼塘，庆渔堂帮助
完成塘前的品控，比如产地安全检测，确
保没有药残；2A是根据下游客户的特殊
需求，通过智能蜂窝池“暂养”方式进一步
提升鱼的品质，没有土腥味，肉质更新鲜；
3A是用智能蜂窝池进行全程养殖。“攻克
了标准化养殖和反季节养殖的行业痛点，
实现鱼稳定供应。”沈杰说。

目前，除了安吉天荒坪镇余村、德清
下渚湖街道和睦村、南浔石淙镇花园村
等数字渔仓投入运营外，德清乾元镇幸
福村的“幸福仓”也在加速建设中。此
外，江苏、上海以及浙江其他地方也已启
动建设布局。

解决一个个难题，对
物联网“迷之自信”

从数字渔仓出来已近17时，沈杰和
庆渔堂商务中心副主任陆承勇又赶往菱
湖镇陈邑村。“有养殖户对水质的肥沃
度、放苗的密度把握得还不太好，我们去
看看。”沈杰说。

夕阳西下，公路两侧星罗棋布的鱼
塘，波光粼粼，这里是沈杰最熟悉的地

方。他常年驻扎在鱼塘边，帮养殖户解
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比如，晚上鱼塘
里的藻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鱼会因缺
氧而出现“浮头”现象（鱼游到水面上，嘴
露到空气中呼吸）。于是很多养鱼人夜
里不睡觉，守在鱼塘边上，随时调整增氧
泵。为了让养鱼变轻松，他研发了一套
鱼塘物联网传感器设备，开发了智慧渔
业大脑，实时为几十万亩的鱼塘放哨、警
戒。养殖户通过手机 APP 可以实时查
看水质情况，再也不用频繁起床巡塘了。

“每天忙忙忙，有时候都快忘了物联
网是什么。但是回过头来看，任何一个
问题的解决都与物联网紧密相关。”妻子
有时故意“打击”他，“你这是迷之自信。”

沈杰一如既往专心做着自己想做的
事情。

你知道数字渔仓里的池子为什么都
是圆形的吗？“我们试过跑道形的、集装
箱的，发现圆池的效率最高，像抽水马桶
一样通过圆周运动把粪便收集到中间的
集污口。”

为什么数字渔仓要建光伏发电顶
棚？“那简直是绝配。夏天遮太阳、冬天
保温，还低成本实现了调水区加热的功
能。鱼全年不用停食，产出稳定，月月都
能卖好价。”

老李家的鱼塘正在拆包苗种。“氧
气包拆包前先放在水面上漂浮 15 分钟
左右，再把鱼苗放下去。这样就能避免
温差带来的鱼苗应激反应。”沈杰提
醒道。

一旁忙碌的老李忍不住笑道：“你比
我孩子还上心！鱼塘上大大小小的问题
都是你们帮着解决。”

陆承勇是沈杰的发小，这几年和沈
杰一起创业。看着鱼塘边晒得黝黑的沈
杰，他忍不住感慨：“沈杰越来越接地气
了。”

智能养殖这条路尽管难走，但沈杰
走得很坚定。近年来，省、市、区从资金、
用地、技术等多方面扶持农创客发展，帮
助他一次次破局。全国第二批100个农
村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典型、浙江省

“3030”新农人、2023 年度浙江数字乡
村“十大先锋人物”⋯⋯一项项荣誉、一
份份肯定，坚定了他的初心。

万物互联，真的不只是梦想！沈杰
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更多年轻人
在农村这个大舞台找到成长和发展的
机遇。

湖州湖州““渔博士渔博士””开发数字渔仓智能养殖模式开发数字渔仓智能养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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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段时间，浙江一苇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电气主管、生产部副主任朱忠
文很忙。由于动力冲浪板项目被列为
2025 年成都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的正
式比赛项目，他正在为全国各地俱乐部
和运动员的电动冲浪板进行调试、检修
以及系统升级。

“一苇”是全国最大的电动冲浪板生
产厂家，朱忠文则是公司电动冲浪板研
发的主要参与者。1966年出生、仅有高
中学历的朱忠文，通过持续的努力学习，
成为行业内的杰出人才。

自学成才，乡亲修电
器都找他

朱忠文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每天
上班的场所就是车间。

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朱忠文打交
道最多的，就是货架上的各种电路板、电
子元器件、电路板焊接工具等。

这里是武义科技城浙江一苇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的二楼，外墙上还挂着浙江
省朱忠文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牌匾。

“朱工主要从事新产品研发，他的能
力毋庸置疑，ECU 中央处理器、ESC 电
机控制，这些模块的研发设计都是他主
持的，还有电脑编程这些他都会。”徐伟
是朱忠文工作室成员之一，共事多年，徐
伟对朱忠文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朱
忠文对钻研新事物的满腔热情，“我今年
49 岁，朱工 58 岁，文化程度我们差不
多，但是他发明了那么多东西，因为他每
天都坚持学习，太难得了。”

徐伟说，朱工如今还时不时会在 B
站（哔哩哔哩）学习一些C语言编程。朱
忠文说，自己这个上“网课”的习惯是在
疫情时期养成的，那个时候比较空，就上
网学一些东西，看到 B 站上的课程，“从
浅到深，一般人都能听懂”，就充值买了
一整套课程。

事实上，这种持续的努力学习，一直
贯穿在朱忠文的生命中。1982 年高中
毕业后，朱忠文在家务农。晚上农闲时
分，他就在武义县泉溪镇白革村的家里，

帮村民免费维修家用电器。白革村离武
义县城有20多公里，进城维修家用电器
多有不便，村民都乐意拿到朱忠文家中
维修。年纪轻轻就有一门好手艺，朱忠
文那时在村里很吃得开，附近十里八乡
的村民都愿意找朱忠文维修家用电器。

其实朱忠文读书时压根没学过电器
维修，他的所有知识储备均来自一本“四
川电子报的合订本”。这是他在武义新
华书店淘到的宝贝，从报纸到书本，虽然
字号缩小了 1 倍多，但其中的小家电维
修技巧让朱忠文如获至宝，喜欢鼓捣和
动手的他，很快掌握了精髓。

“修理完全免费，如果坏掉什么零件
要换的，就让村民自己出钱买。”朱忠文
说，合订本买回家后他天天捧着看。根
据书上的内容，他自制逆变器、电子捕鼠
器、室外天线信号放大器等。他甚至还
搞了个小发明。因为当时农村经常停
电，他通过铅酸电池做电源，逆变成
220V 的交流电，制作了一盏“迷你日光
灯”，瞬间成了全村“最亮”的仔，全村小
朋友都追着他跑。村民朱舍荣回忆，那
时候村民们最大的娱乐，就是每天晚上
围坐在晒谷场看电视剧《雪山飞狐》，“黑
白电视机是我家买的，接电的任务交给
朱忠文。每当电路故障，电视没画面了，
几十个观众就齐声喊忠文的名字。”朱舍
荣说。

不断钻研，没东西学
宁愿辞职

但一本合订本终究是不够学的。
怀着对新知识的渴望，1989 年，朱

忠文到衢州市姜家山技术学校学习家电
维修技术，学成后回乡在附近镇上开了
一个家电维修店，后来又尝试为当地的
私营企业改装数控机床。

那个时候，数控机床还是新鲜玩意，
虽然加工精度高，可价格也是普通机床
的几十倍，小私营企业很少负担得起。

朱忠文自学了相关数控技术后，就
帮企业改装，相关成本是新车床的十分
之一，性价比很高，许多小企业主慕名而
来。不仅机床能改，朱忠文还学会了机
床电气故障维修。1994年，他入职一家
企业成为一名维修电工。

在厂里，朱忠文保持着爱钻研的劲
儿。看到厂里的电动机坏了，拿到外面
修费时又费钱，他就自己购买电动机维
修书籍，自学为企业维修电动机。1996
年，朱忠文换了一家企业工作，这回他不
仅为企业修理电动机，还学会了CAD电
脑制图和电气自动化控制设计。

有一件事让企业主对朱忠文赞不绝
口。2004 年，由于当时电力紧缺，武义

许多企业用电缺口很大，经常被拉闸限
电。订单在手，却无力生产，企业主着急
之余，就从河南濮阳购回了一台闲置报
废的 3200KW 柴油发电机。这台柴油
发电机是烧重柴油的，价格比轻柴油便
宜，能为企业省一笔开支。经过朱忠文
和同事的努力，花了 5 天时间现场完成
拆解，叫了两辆大挂平板车，从河南运回
武义。

落地后，朱忠文开始寻找柴油发电
机相关资料学习。一个柴油发电机方面
的门外汉，经过 20 多天没日没夜的恶
补，成功把当时企业中频熔炼炉的控制
系统，移植到了发电机控制系统中，并实
现并网发电。当别的企业因为限电“打
烊”的时候，只有这一家企业开足马力生
产，企业老板喜笑颜开，客户排着长队到
企业提货。

不过，随着企业做大进入稳定发展
期，企业对日常维修的需求越来越少。
活没多少，工资照发，这样理想的“摸鱼”
日子，朱忠文却不想待了，他感觉自己快

“生锈”了，闲下来总想学点新知识，没有
新的东西学，没有新的领域钻研，他感觉
总缺点什么，于是就辞职了。

从零开始，研发电动
冲浪板

辞职后的朱忠文来到了浙江汉力士
船用推进系统有限公司，开始研究船用
推进控制系统，这对朱忠文来说是一个
完全陌生的领域。日复一日的技术攻
关，2013年，朱忠文凭借“4000KW船用
大功率调距桨及关键技术的研发”获得
当年的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相关产
品“2000hp 大 功 率 全 回 转 舵 桨 ”

“MRP165-FP 节能可控全回转桨推进
装置”被认定为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
领域首台（套）产品。

2015年的一天，公司老板胡虎跃找
到朱忠文，说看到一些老外在玩冲浪板，
觉得蛮有意思，想试试能不能公司也研
发一台用锂电驱动的电动冲浪板。当
时，船舶制造业市场恰逢寒冬，公司迫切

需要转型，冲浪板小众，电动冲浪板在当
时的市场上更是空白。

相比传统的燃油冲浪板，电动冲浪
板的优势很多，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零排
放、零污染。朱忠文技能大师工作室接
下了这个艰巨任务，从零开始，展开了电
动冲浪板锂电驱动控制系统的研发。

建模、打样、组装测试，经历了不断
的烧机、毁件，设计方案一次次推倒重
来，终于，电动冲浪板在水中浮起来了，
但速度只有每小时 8 公里。这样的“龟
速”显然和冲浪、竞速不能匹配，经过不
断更新，2019 年，电动冲浪板在水上的
速度达到了每小时 60 公里。也是在这
一年，公司正式更名为浙江一苇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这款电动冲浪板通过了国
家体育总局水上管理中心的性能指标测
试，达到竞技比赛要求。朱忠文还因此
参与了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中心《动
力冲浪板通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团
体标准的制定。

经过不断研发，如今，“一苇”的电
动冲浪板不仅操作上手简单、系统升级
方便、装卸维修方便，还解决了电动冲
浪板的控制系统模块化集成、动力续
航、防水防爆等难题，相关技术申请了
40 多项专利。总经理施军介绍，公司目
前具备年产 2000 台电动冲浪板生产能
力，主要销往欧美地区和国内一些专业
俱乐部。

目前，朱忠文技能大师工作室累计
培养高级技师等十余人，他们有的已独
当一面。谈及近年来浙江对技能人才的
支持，朱忠文感慨颇多：“以前想考一个
电工证都很难，现在只要你想学，国家出
钱补贴鼓励你去学习培训，还有各种讲
座、比赛，技能人才真得越来越吃香了。”
朱忠文说，作为浙江杰出工匠，如今他看
病有绿色通道，每
年 有 免 费 健 康 体
检、高层次人才津
贴，享受免费疗休
养，还有子女择校、
购房补贴等，实在
是太好了。

武义高中学历农民成浙江杰出工匠——

朱忠文：58岁仍在B站学编程
本报记者 傅颖杰 共享联盟·武义 李增炜

武义高中学历农民成浙江杰出工匠——

朱忠文：58岁仍在B站学编程
本报记者 傅颖杰 共享联盟·武义 李增炜

沈杰在数字渔仓项目基地查看水质。 受访者供图

人物名片

朱忠文 电工电子工程师、维修电工高级技师。
先后获40 余项国家专利，主持完成船用推进控制系
统研发、电动冲浪板动力驱动控制系统研发。曾获浙
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荣获“全国优秀农民工”、“浙江
首届技师”、浙江杰出工匠、浙江省新时代突出贡献浙
派工匠等荣誉。

朱忠文的办公室就是车间。 本报记者 傅颖杰 摄朱忠文的办公室就是车间。 本报记者 傅颖杰 摄

人物名片

朱忠文检查电动冲浪板。
共享联盟·武义 朱航晓 摄

沈杰
浙江庆渔堂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 年回
到故乡湖州南浔，成功开发数字
渔仓养殖模式，建立“仓养一体”
数智渔业运营服务体系，带领

当地渔民智慧、高效、生态
养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