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06 2018年11月1日 星期四

策划：陈爱姝 编辑：章芳敏 电话：87138751 Email：614086744@qq.com

在10月30日举行的全省农业“两区”建设暨产业发展大会上，省长袁家军强调，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要以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标改造、提质增效为主要任务，高标准建设农业“两区”，加大力度促进产业兴

旺、乡村振兴。
近年来，市水务局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以无公害养殖、品牌战略为核心，以规模化生产、规范化管理、产

业化经营为主要内容，围绕“产业转型、环境优美、品质提升、渔业增收”的现代生态渔业发展目标，开展探索新模式、形成新格局、构
建新机制、树立新标杆、培育新动力，促进绿色兴渔、创新强渔、协调惠渔、共享富渔、开放助渔的渔业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水产养殖
业提质增效加快推进”“渔业新业态不断涌现”“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等便是主要的创建内容。即日起，本报陆续刊登市水
务局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报道，探访市水务局在乡村振兴中所做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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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套养水产 农民抱上“金娃娃”
市水务局送政策科技助力水产养殖提质增收

10 月 24 日，市千年
鱼养殖场（鱼米香家庭农
场）场主朱银洪像往常一
样，来到位于古山镇前坑
村的承包田里忙乎。金灿
灿的稻谷正待开镰，就在
十来天前，稻田里套养的
泥鳅提前进行了捕捉，又
肥又鲜嫩的，一上市就被
抢购一空，而且卖了个好
价钱！朱银洪看着翻滚的
稻浪，欣喜地告诉记者，这
些年在市水务局等部门专
家指导下，稻田套养泥鳅，
收益比单纯种稻谷高了好
几倍。

多部门联合
力推稻田养鱼模式

朱银洪的养殖场自 2012 年开

展稻田养鱼模式以来，浙江省海洋

与渔业局、金华市水产站，市委市

政府携同市府办、水务、财政、古山

镇政府等部门单位领导专门进村

走访、调研稻田养鱼项目情况，并

在前坑村稻田养鱼现场开了个座

谈会，肯定了稻田养鱼模式是农业

生态绿色高效的项目，能够节省化

肥农药使用量，提升稻米质量品

位。

多年来，在市委市政府惠农政

策扶持下，市水务局渔政管理站多

次组织全市从事渔业生产的业主参

加养殖技术提升培训，朱银洪参加

了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开展的 1~4

期培训班学习，于2014年在萧山海

洋学院领到了水产养殖培训的结业

证书。今年 6 月，他还参加了市水

务局组织的现场观摩培训活动，前

往外地学习先进的管理技术和套养

模式。目的就是恢复生态种养，确

保稻米与泥鳅品质安全，真正达到

生态大米的质量绿色认证、泥鳅有

机认证的标准。

朱银洪说，养泥鳅的确是促进

稻田增产增收的好门路之一。水稻

能在夏天为泥鳅遮阴，稻田的微生

物可供泥鳅食用，泥鳅能为稻田松

泥、捕食小虫等，减少了病虫害，水

稻生长过程不需使用化肥农药，粪

便及喂养泥鳅的米糠、麦壳能增加

有机肥，优势互补，轻松增收。

“政府倡导的这一种养模式真

好，稻田有水时，一旦出现稻飞虱，

泥鳅还会跃出水面捕食呢！我家的

稻田没有卷叶虫、钻心虫，农业专家

也感到惊奇，我们准备申报无公害

水产品和无公害稻谷。”朱银洪还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没有实施套养

前，田租每亩600元，机耕费每亩120

元，育秧成本等每亩 150 元，还有化

肥、农药以及后期的收割、烘干等费

用，每亩稻谷净收入仅有三四百元。

实施套养后，不仅节省了一大笔农

药、化肥的花费，就连稻米的价格也

有所上涨，在台州甚至卖到了每公斤

十二三元。

稻田套养的模式有效地提高了

稻田的综合利用率，鼓起了种植户的

“钱袋子”，生态无污染也确保了消费

者“舌尖上的安全”。近两年，原本在

企业上班的朱银洪的儿子朱之正也

回家从事种养殖工作。

敢于尝试
“稻鳅混养”走出致富路

通过稻田养鱼生产模式，可节

省土地资源，让有限的土地发挥最

大效益，亩产优质稻谷 650 公斤以

上，亩投放泥鳅苗 100 公斤，年底可

收获成品泥鰍亩产 200 公斤以上，

两项合计亩产值万元以上，达到了

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改良土壤

增加土壤有机质，提升了稻米产出

的优质高品位，有机质多了稻米口

感自然好了，营养也就丰富了，这是

高效生态农业较理想的一种生产模

式，值得推广。

“粗略估计，上一年投入到每亩

水稻田的 50 公斤泥鳅苗重量上已翻

了一倍，仅这一项，试验套养的其中

近百亩稻田就能增产 0.7 万多公斤

的泥鳅。”尽管朱银洪的泥鳅如此高

产，但不愁销路，每公斤零售价 70

元，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准备来年

扩大套养规模。

不过，朱银洪也坦言，在生态套

养的道路上，他也曾碰壁。“2012 年

时，我初次尝试流转了 20 多亩水田，

开始稻田养鳅模式的试验，没想到血

本无归，所有泥鳅苗全都死的死、逃的

逃。”说起当年失败教训，他仍觉惋惜，

第一次经验不足，网没拦好，导致泥鳅

逃走不少，又因下田时并未事先有一

段培育时间，入水时间也没选对，导致

更多泥鳅死亡。但他并不气馁，在各

级水务渔政专家指导下，经反复总结

试验，改良套养模式，终于获得成功。

朱银洪先是对稻田进行挖机作

业，每丘田挖渔沟，接着加固田埂，用

网塑胶布包裹田埂。同时，稻田养鱼

基 地 外 围 采 用 塑 钢 隔 离 作 防 护 围

墙。为育泥鳅苗，将农田改造时山边

的一个大土坑进行深挖筑岸砌石，改

造成泥鳅（鱼）育苗池（塘）；建立引

水、排水附属设施确保水质。2016

年，市水务局专门发放给他稻田养泥

鳅工程补贴 6 万元，助其添置防鸟

网、防偷盗围栏、进场道路建设和田

坎整理等。

“高效益的套养种植使跟风的人

越来越多，不过真正想要投入精力还

需规范操作，得到技术人员的专业指

导才行。”朱银洪提醒。

在种植的过程中，不少农民发

现选择优质、抗病、抗逆性强的水稻

品种是关键，而适合本地种植的稻

米甬优 15 号、甬优 17 号就成了不二

选择。

朱银洪目前的种植基地为 1000

多亩，复种面积约 1600 亩，加上混养

一些水产品，实现了一田多用的超高

效益。2015 年 12 月，朱银洪的养殖

场被市水务渔政管理部门推荐参加上

海海洋大学主办的农业部长三角地区

稻田养鱼评选，荣获稻田养鱼绿色生

态企业奖，大米质量口感银渔奖。此

后，中国科技网以及多家媒体也对其

进行报道。朱银洪还注册了“千年鱼”

商标，如今，周边县市的群众也纷纷慕

名前来购买。

一个金点子
农闲田养起了草鱼

“这些年来，市水务局、渔政管

理站一直给予很多的关注与指导，

送政策送技术，在如何增效增收方

面不时帮忙出点子。”朱银洪说，有时

一个好点子往往就是一项增收门路

呢！

那是 2015 年，省海洋渔业局专

家在市水务局、渔政管理站负责人

陪同下，特地来到鱼米香家庭农场

调研。当时省海洋渔业局专家在

充分肯定稻田套养模式时指出，等

水稻成熟收割后还可以灌水引养

草鱼。那刚收割新鲜的稻秆还有

稻茬新抽出来的稻秧就是草鱼最

好的饲料。

好主意！朱银洪很快付诸尝

试。等割完稻谷，就注水入田 80 厘

米高，把秋冬农闲田充分利用起来

养草鱼。从 12 月到次年 3 月，不用

投饲，每尾草鱼可以重 0.5 公斤！稻

草无需处理，成了草鱼的饲料，稻田

也不用翻耕，省却了许多的劳力费

用，一举多得。

朱银洪在相关部门指导帮助下

成功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立体种植

套养之路。多次前往现场指导的市

渔政管理站站长胡响明说，我市可

用于养殖的鱼塘区域面积少，如何

让有限的养殖空间实现效益最大

化？只能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上下功夫，实施质量兴农、质

量兴渔战略。只有朝着生态高效方

向发展，我们的田野、我们的鱼塘才

能永远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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