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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里谷穗饱满壮实,地

笼中螃蟹体肥爪壮。近日，在

衢州市柯城区姜家山乡前昏

村的吴家家庭农场里，通过

“稻渔共生”模式种养的水稻

和螃蟹都喜获丰收。

稻穗随着秋风摇曳，“沙

沙”作响，一眼望去黄澄澄的

一片，满眼“稻花香里说丰年”

的好景象。

别看水稻连田成片，其中

还暗藏玄机。

吴家家庭农场采取“稻渔

共生”立体种养模式，稻养蟹,

蟹养稻，相互依存，优化稻田

资源配置。走在田垄上，总能

看到个头喜人的河蟹“横行”

于稻田之间。

据了解，本在外地工作

的农场主吴慧2015年1月回

乡创业，创建柯城吴家家庭

农 场 ，专 业 养 殖 大 闸 蟹 。

2017 年成立衢州跃进湾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商标

“跃进湾”，同时采用新的养

殖模式——“稻渔共生”。

目前，农场“稻渔共生”种

养总面积为130亩，其中水稻

螃蟹共养面积80亩。在该模

式下亩产水稻1000斤、螃蟹

120斤，亩产值达6000元。

除了稻蟹共生，2019年，

吴慧和他的团队又开始研发

水稻螃蟹、小龙虾轮作的养殖

模式，亩产值超出1万元，增

收4000元。

吴慧说：“农场‘稻渔共

生’的种养模式，将种植业与

养殖业有机结合，虾蟹为稻

田除草、松土，稻田为虾蟹提

供食物，可达到‘一水两用、一

田多收’的效果。”

衢州市水产技术推广中

心叶霆说：“‘稻渔共生’模式，

不仅可以稳定种养面积，通过

水产品的养殖增加收入，还能

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降低

老百姓的种粮成本，同时提高

了稻米的品质，对于生态环境

的保护也非常有意义。”

在稻田里，笔者看到了

工作人员正在收网，“我们的

螃蟹从9月中旬到12月都有

产出，平均一天要收三四十

个网，重量大概300多斤，产

量还挺高的。”家住附近的汪

志刚现在是农场的一名工作

人员。他告诉笔者，自己很

喜欢这份工作，离家也近，很

方便。

如今，吴慧的农场带动了

周边23户养殖户共同致富，

让全村每年增收 150 万元。

农场除了对外供应农产品，还

开设了农家乐。割水稻、捉螃

蟹、挖番薯、扎稻草人……丰

富多样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游

客。吴慧说：“我们农场一到

周末就爆满，工作日都有很多

人过来，周末要来玩最好提前

预约。”

朱之悦 章云钊

按照“边研究、边示范、边推

广”的思路，省水产动物营养与饲

料科技服务团队不断优化和完善

相关品种从幼杂鱼投喂转变为配

合饲料养殖后的关键技术模式，形

成了一套可复制、易推广的操作规

程。如梭子蟹-虾-贝混养模式下

全程配合饲料搭配冰鲜饵料，养殖

前期投喂配合饲料+后期投喂冰鲜

饵料等投喂策略。青蟹-虾-贝类

混养模式下前期使用青蟹配合饲

料，中后期适当投喂低值贝类等技

术方案。2016年以来，全省已累计

推广海水蟹配合饲料应用41万亩，

加州鲈、乌鳢池塘配合饲料应用20

万亩，海水小网箱23万只，减少幼

杂鱼使用量约65万吨，其中大口黑

鲈饲料应用从原先不足15%到目

前全省主产区全覆盖、全程使用；

海水网箱使用配合饲料养殖已成

常态化；青蟹配合饲料替代应用实

现“零的突破”，并在禁渔期间被普

遍使用。

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供稿

坚持模式创新，推动全域覆盖

坚持高位推动，突出政策引导

“十三五”期间，《浙江省实施

水产养殖推广渔用配合饲料替代

冰鲜或冰冻小鱼虾行动方案》印

发，提出“十三五”我省水产配合饲

料推广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

标任务，细化分解了相关主产县

（市 、区）分品种、分年度（2016-

2020 年）的推广工作任务，形成了

以文件为纲，以技术为翼，以推广为

径的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养殖推广

应用机制，同时，将推广配合饲料任

务纳入浙江渔场修复振兴暨“一打

三整治”的省对市目标责任考核中，

按照“一推、二研、三打”的策略，省

级主管部门将工作目标化、目标项

目化、项目责任化，形成了上下联

动、协同推进的工作局面，保障推广

工作有序有力推进。

坚持创新驱动，强化科技引领

组建了由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牵头的产学研推一体的省级水产动

物营养与饲料科技服务团队，吸纳

了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海洋大

学和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等涉

海、涉渔科研院校的技术力量，省市

县三级水产技术推广系统和省内水

产饲料龙头企业共同加入，分成海

水蟹、海水鱼和淡水鱼等3个小组，

因品施策，针对不同品种特性和不

同养殖模式特点，制定试验示范内

容和目标任务。其中，科研院校主

要承担饲料营养基础研究和配方优

化等工作；推广系统主要负责试验

示范、辐射推广和技术服务等工作；

饲料企业重点开展加工工艺改善和

新型产品研发等工作，同时加强售

后服务、跟进塘边指导。

坚持典型带动，加快模式转型

按照“养殖业主自愿报名+县级

推广站遴选推荐+省总站审核公布”

的方式，“十三五”期间，全省累计指

导建立省级配合饲料示范基地335

个，省市县三级推广系统联动发力，

为养殖主体的饲料遴选、养殖管理、

测产验收、总结提炼等提供全方位

技术服务；开展配合饲料在不同养

殖品种中的应用效果评估，对养殖

技术瓶颈开展联合攻关，同时完善、

提升成熟的养殖模式，充分发挥示

范基地的标杆和典型引领作用，形

成了湖州、嘉兴、杭州和金华等市作

为淡水肉食性鱼类配合饲料推广应

用重点区域，台州、舟山、宁波和温

州作为海水蟹、海水鱼配合饲料推

广应用重点区域的辐射布局，加快

推进绿色养殖技术模式提档升级。

当前正是紫菜养殖管理

重要时期，也是紫菜病害多发

时期。11月16日上午，玉环

市水产技术推广站邀请省海

洋水产养殖研究所教授级高

工王铁杆老师现场指导当地

养殖户科学养殖紫菜，防治病

虫害，以提高养殖效益。

当天上午，在玉环市坎门

街道黄门海边紫菜养殖现场，

针对前期气温偏高，紫菜易发

生烂菜问题，王铁杆给渔民支

招：不要盲目追求提早放苗，

提早收割头水紫菜。有些渔

民为了片面追求能卖个好价

钱，常提早放苗，收割头水紫

菜，但若海水温度偏高，就很

容易发生紫菜烂菜。水温

29℃是个临界值，高于此温

度就极易发生烂菜，所以一般

应选择农历白露前后采苗比

较合适。王铁杆还提醒养殖

户，遇上连绵的阴雨天，也很

容易发生烂菜。这个时候，要

适当提高网帘高度，增加网帘

露空时间。另外，养殖水域环

境也很重要，紫菜养殖区域应

选择水流交换通畅的海域，可

有效规避紫菜烂菜。

养殖过程中，紫菜网帘上

大面积滋生浒苔该怎么办？

对此，王铁杆告诉现场养殖

户，不要盲目追求紫菜生长速

度，应合理选择紫菜露空时

间。紫菜养殖网帘挂得太高，

浸水时间短，生长速度慢；网

帘挂得太低，容易沾上淤泥，

网帘上就会生发浒苔，所以紫

菜网帘悬挂高低、露空时间长

短控制完全是技术活，一般露

空时间控制在每天一二个小

时最适宜。对付浒苔最好的

办法就是选择晴天时提高网

帘的高度，进行太阳暴晒，这

个办法能有效杀死浒苔，对网

帘上的紫菜却没有影响。

“今年我投资了30多万

元，养殖了100多亩紫菜。养

殖技术一直是个瓶颈，特别是

浒苔和烂菜，直接影响养殖效

益。今天，王老师把紫菜养殖

难题的解决办法告诉我们了，

以 后 养 紫 菜 心 里 更 有 底

了！”玉环市坎门街道黄门村

的紫菜养殖户陈高文听了王

铁杆的讲解，对养好紫菜显得

十分有信心。

倪建军

近日，在岱山县长涂镇，浙岱渔

10019号船一靠上码头，该镇金银

渔嫂协会会长胡松素便带着几名渔

嫂从渔民手中接过几袋垃圾和一箱

废旧1号电池。笔者在现场发现，渔

民们递上来的垃圾袋与普通垃圾袋

大有不同，是由渔网编制成的。据

介绍，这用来制作垃圾袋的渔网都

来自镇里本地网厂织网所用剩的边

角料。

做好海上垃圾分类一直是岱山

县长涂镇金银渔嫂协会关心的事

情。日前，渔嫂们巧动心思，用渔网

边角料自制环保垃圾袋替代塑料垃

圾袋，深受渔民的喜爱与好评。“网

绳垃圾袋都能重复用，既环保又省

钱，而且占地面积小，非常好用。我

们希望今后在渔船上这种垃圾袋能

逐步替代塑料垃圾袋。”胡松素说。

今年，在持续推进落实渔船海

上垃圾分类工作中，长涂镇利用金

银渔嫂协会力量，在首批试点分类

垃圾袋后，又尝试使用渔网垃圾袋

替代传统塑料垃圾袋，深受渔船老

大欢迎，目前已在部分渔船推广使

用。

刘黛琼 金雷杰 黄宁璐

11 月 12 日清晨，

建德市金奎水产专业

合作社组织渔民在更

楼街道后塘村湖岑塘

水库拦网捕鱼，当日

共捕获鲢鱼、鲫鱼、鳊

鱼等 5000 多公斤，销

往温州等地水产市

场。近年来，该合作

社在 100 多亩水面上

养鱼，引进水产养殖

新技术、新品种等，采

用专业鱼类配方饲料

喂养，确保水清鱼鲜，

促进渔民增产增收。

宁文武 摄

科技养鱼科技养鱼
鱼丰人欢鱼丰人欢

渔网废料“变身”垃圾袋

岱山海洋环保再添新法宝

“政产学研推用”协同发力

我省率先实现水产配合饲料替代应用全覆盖
2016年开始，我省在国内率先启动实施了全省域的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养殖行动，逐步减少幼杂鱼在水产养殖

中的使用量，推动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和绿色高质量发展，为全国开展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行动提供了“浙江经验”

和“浙江样板”。 稻丰蟹肥，一亩产值上万元

衢州稻渔生态种养喜获丰收

养殖紫菜时发生烂菜怎么办？

专家现场为渔民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