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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晴捕鱼忙

菱湖镇卢介庄村水产养殖基地， 村民们在忙着捕鱼供

应市场

开捕忙 鱼市欢

菱湖镇鱼都渔业交易市场，鱼贩正在忙上市，鲜鱼即将

跃上居民餐桌

“丛丛菱叶随波起，朵朵菱花背日开”，以

菱而名，以丝而丰，以渔而盛的浙江省湖州市

南浔区菱湖镇，是一座因水而兴、依水而建的

江南水乡小镇。 一座座的古桥连接起了小镇

的河滨巷陌， 连片的鱼塘串起了百姓的幸福

生活，也见证了这座小镇的发展变迁。

走进菱湖镇卢介庄村水产养殖基地，一

大早村民们就已经忙着下水捕鱼供应市场。

而费家埭村东横小组的养殖基地里， 物联网

溶氧传感器、24 小时物联网实时监控系统等

数字化智能设备配备齐全，通过 24 小时物联

网实时监控系统，可实时掌握鱼塘水质，定时

给“跑道”增氧。 养殖突破新模式，让养殖户看

到了传统产业的新未来。 借助物联网智慧养

鱼、跑道鱼等新技术的推广运用，菱湖不断推

动渔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加快传统渔业

养殖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实现渔业规模化、

标准化经营和数字化、自动化管理。

“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 ”这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下的湖州桑基鱼塘系

统。 而在菱湖就有一句渔谚说：“桑茂、蚕壮、

鱼肥大，塘肥、基好、蚕茧多”。 绿桑成荫、鱼塘

连片， 经过千年衍化的桑基鱼塘农业虽已不

复往日模样， 但在菱湖仍然保留着一些传统

习俗。 养蚕种桑、手工织渔网……传统鱼桑文

化的影子在菱湖随处可见。 在竹墩村，更是通

过桑树补植、鱼塘修复、河道疏浚等措施，对

原生态桑基鱼塘系统进行修复性保护和利

用， 使得这一历史悠久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重新焕发生机。

当时间的指针转向 2022，随着城乡风貌

的整治提升，产业转型融合发展，激发了该镇

的发展潜力，百姓富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的乡村风尚呈现前所未有的盛景。 如今的菱

湖镇被赋予了时间的睿智， 创生了现代的进

取，不断变化革新的各类传统产业，今后也将

继续造福一方人。 钱佳雨 文 邹一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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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病虫确保水稻丰收

菱湖镇山塘村百亩农田， 农技人员正在操控植保无人

机，来回穿梭于稻田上空进行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 另一边，

村民也忙着播撒农药驱除病虫，确保水稻丰收

渔具编织助增收

菱湖镇直街上，居民正在编织一批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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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蚕丰收富农家

菱湖镇菱东村蚕农正在采桑叶，管护小蚕

诗画桑基鱼塘

从空中俯瞰菱湖镇竹墩村，星罗棋布的千年桑基鱼塘系统桑树茂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