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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2021年浙江

省稻渔综合种养重点示范县和示范基地建设

结果，经县级自愿申报、市级核验、专家组验

收和省农业农村厅审核，确定永嘉县等6个县

（市、区）为省级稻渔综合种养重点示范县（第

二批）、杭州博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50家单

位为省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第二批）。

加上去年公布的首批示范县和示范基地，我

省已建成11个省级稻渔综合种养重点示范县

和118个示范基地。

全省要建200个稻渔示范基地

开展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建设工作，是我

省为加快实施稻渔综合种养百万工程，大力

发展稻渔产业、促进农渔深度融合的一项重

要举措。通过新建一批稳产高效、生态循环、

标准规范、特色鲜明的示范样板，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标准化、规

模化、生态化、品牌化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

新格局。

我省于2020年启动稻渔综合种养重点示

范建设工作，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开展稻

渔综合种养重点示范县和示范基地建设的通

知》，明确了重点示范县和示范

基地建设的申请流程、建设要

求和验收标准。重点示范

县，按照“规范化、产业

化、特色化、全域化”要

求，从全县域的组织

实施管理、产业规

模发展、模式技术

创新、质量安全提

升、三产融合增效等

重点方面开展建设，建

成布局合理、重点突出、

全域推进、效益明显的稻渔

综合种养发展县，辖区内稻

渔综合种养面积平原地区达到

2万亩以上、山区达到1万亩以上；培育形成稻

渔产业配套的工厂化设施育秧基地以及水产

良种场或繁育示范基地。

省级示范基地，按照“稳产高效、标准规

范、特色鲜明、品牌运作”要求，从产地环境合

格、种养模式与运营先进高效、生产管理规

范、社会效益明显等重点方面开展建设，建成

有技术支撑力量、有核心展示区域、有特色技

术模式、有科学规范管理、有自主品牌产品的

可复制推广的新型稻渔综合种养基地，平原

地区基地规模达到300亩、山区基地规模达到

100亩以上。

至2022年底，全省力争建成稻渔综合种

养重点示范县20个、省级示范基地200个；稻

渔综合种养面积达到100万亩，实现亩均产出

水产品100斤、水稻1000斤，亩均增收2000元

以上；与单纯种植水稻相比，单位面积化肥、

农药使用量减少50%以上，走出一条稻渔产业

强、稻渔环境美、稻渔产品优、稻渔主体富的

浙江稻渔发展新路子。

稻渔基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稻渔综合种养作为一种绿色生态的农渔

发展模式，通过两年多来的建设与示范，已取

得明显成效，对于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促进三产融合、打造稻渔品牌，发

挥了示范带动作用，助推全省稻渔综合种养

绿色高质量发展。

实现渔粮共赢。各稻渔

示范基地通过示范推动，

以点带面，在主推稻鱼

共生“百斤鱼、千斤粮、

万元钱”模式的基础

上 ，大 力 推 广 稻

鳖、稻蟹、稻螺、

稻虾、稻蛙等稻田

生态种养新模式，

亩均产值超万元，实

现“一水两用、一田双

收、渔粮共赢”，助农致

富。桐庐东鸣粮油专业合

作社现有稻鱼共生面积 100

亩，开展稻渔综合种养后，水稻亩产量 619.8

公斤，同时收获田鱼85.8公斤，养出来的田鱼

平均每公斤可卖60元；另外合作社有着集水

稻收割、稻米烘干、稻米加工、产品包装、渠道

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打造出民族特色大米

品牌“畲味莪山”，真正实现“一亩田、千斤粮、

百斤鱼、万元钱”的目标。

实现肥药双减。与水稻单作模式相比，

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单位面积氮肥平均

投入量可减少 30%以上、农药使用量可减少

50%以上，有效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形

成生态绿色的种养环境。位于杭州市富阳

区春建乡的杭州富阳鸿健养殖有限公司，现

有稻蛙共生面积108亩，将黑斑侧褶蛙（俗称

田鸡、青蛙）重新请回了田间，为稻田除害

虫、保丰收。通过稻蛙综合种养不仅实现肥

药双减，而且提高了产品品质，增加了种养

效益，实现稻蛙双丰收。去年，该基地年产

青蛙 150吨、大米32吨，实现产值600万元以

上。

实现提质溢价。稻渔综合种养产出了生

态优质水稻，也增加了生态优质水产品供

应。由于化肥农药使用量大大减少，一大批

优质生态大米应运而生，价格高出普通大米

50%以上。丽水市作为稻田养鱼的传统产业

区，近年来在保护和传承“稻鱼共生”文化遗

产的同时，积极创新共生模式，先后推出“稻

鳖共生”“稻蟹共生”“稻虾共生”“稻螺共生”

“稻蛙共生”等系列模式，稻田亩均综合产值

超过1万元，“余米三生”“光泽大米”“农家湘”

等产品供不应求，还生产出了“青田田鱼”“云

和鳖”等地方特色名优水产品，丰富了老百姓

的菜篮子。2021年，全市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16.5 万亩，稻谷产量 7.01 万吨，水产品产量

0.43万吨，产值达5.65亿元。

实现三产融合。部分稻渔示范基地深入

挖掘农渔事文化、民俗文化，发展农渔家乐，

促进农渔旅深度融合发展。如遂昌县大洞源

村民宿“洞源壹号”推出的“秋收派对”，让游

客体验到收割水稻、捕捉田鱼等农渔事活动

乐趣，在旅游淡季中形成一波秋游小高潮。

位于著名稻香特色小镇——建德市大同镇的

杭州博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有稻鳖共生

面积200亩，去年举办了“厉行节约树美德，水

稻收割体验”活动，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体验

水稻收割、打稻谷等农事活动，直观感知了从

水稻到大米的每一步都来之不易。

本报记者综合

产业强 环境美 产品优 主体富

我省已建成118个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

浙江省稻渔综合种养重点示范县和稻渔综合种养省级示范基地名单（第二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地市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县（市、区）

萧山区

富阳区

临安区

桐庐县

建德市

永嘉县

永嘉县

永嘉县

平阳县

平阳县

平阳县

吴兴区

吴兴区

吴兴区

吴兴区

吴兴区

德清县

单位全称

杭州博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鸿健养殖有限公司

临安市沈家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

桐庐东鸣粮油专业合作社

杭州博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永嘉县大柏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永嘉县西溪乡瓯渠稻田养鱼合作社

永嘉县茗岙梯田农业专业合作社

平阳县西戈稻虾养殖有限公司

温州四都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

平阳县湖屿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州吴兴诚龙农机专业合作社

浙江湖州润农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州吴兴稻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州吴兴尹家圩粮油植保农机专业合作社

湖州欣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德清县新市镇岳云家庭农场

序号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地市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嘉兴

嘉兴

嘉兴

嘉兴

嘉兴

金华

金华

县（市、区）

德清县

德清县

德清县

德清县

德清县

德清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安吉县

南湖区

嘉善县

嘉善县

海盐县

海盐县

兰溪市

永康市

单位全称

浙江荷锄归生态农场有限公司

德清钟管高连松家庭农场

德清县海腾粮食专业合作社

德清县下渚湖街道宝塔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德清县下渚湖街道康介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德清县下渚湖街道朱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安吉育清家庭农场

安吉天子湖旭萍家庭农场

安吉义泉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安吉天子湖嘉联家庭农场

嘉兴市南湖区大桥盛丰生态农场

浙江嘉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嘉善县干窑镇嘉虾溢家庭农场

海盐元新家庭农场

海盐县望海街道永捷家庭农场

兰溪市梦远家庭农场

永康市鱼米香家庭农场

序号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地市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衢州

衢州

衢州

衢州

衢州

衢州

台州

台州

丽水

丽水

丽水

县（市、区）

永康市

永康市

永康市

永康市

永康市

柯城区

龙游县

江山市

江山市

江山市

开化县

黄岩区

温岭市

龙泉市

云和县

松阳县

单位全称

永康市前仓润石家庭农场

永康耀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永康市朱安良家庭农场

永康千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永康市千年养殖场

衢州市柯城吴家家庭农场

龙游金梅家庭农场

江山市吉亮家庭农场

江山市银铃家庭农场

江山市笠渔家庭农场

开化县小英家庭农场

台州黄岩临湖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温岭市箬横喜乐家庭农场

龙泉市童家统家庭农场

云和县清江生态龟鳖养殖专业合作社

松阳县云洲家庭农场

重点示范县：永嘉县、湖州市吴兴区、德清县、安吉县、永康市、江山市

示范基地：

桐庐东鸣粮油专业合作社的桐庐东鸣粮油专业合作社的

稻渔基地稻渔基地。。

杭州富阳鸿健养殖有限公司的稻渔基地杭州富阳鸿健养殖有限公司的稻渔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