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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种养是一种高效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具有稳粮、增收、延

链等诸多优点。近年来，杭州市通过政策扶持、技术集成、示范引

领等措施，大力发展“稻渔共生、稻渔共赢”和“以田养鸭、以鸭促

稻”等综合种养新模式，积极构建“稻＋”多赢新格局。2023年，

全市推广综合种养面积10万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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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来稿说，驻

村指导员是架起党

与群众联系的桥梁

纽带，其政治素质高

低、业务能力强弱直

接影响到党在群众

心中的形象，关系到

驻村工作的效果。

选派懂农业、技术，

有相关经验的业务

骨干结对帮扶集体

经济相对薄弱村，有

利于夯实强村富民

的根基底盘，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

强村富民，产业

兴旺是基石。驻村

指导员要结合美丽

乡村、美丽田园建

设，利用历史文化村

落、历史古道、旅游

景区等人文自然资

源，培育发展文化创

意、民宿等美丽经济

新兴业态，开拓“生态兴村”“文化

兴村”“旅游兴村”等新型发展路

子。要依托特色产品、特色产业，

大力推进电商物流服务“村村通”

工程，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态势，为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

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驻村指导员要以培养具有新理

念、新素养、新技艺、新创意、新风

貌等现代化特质的现代“新农人”

为己任，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形

成强大规模效应，为农业发展、农

村增收、农民致富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力。

驻村指导员肩负新使命，要

坚持在学习中思考、在讨论中碰

撞、在实践中摸索，在带动发展力

量下沉、治理重心下移、共富资源

下乡过程中，促进自身作风在一

线转变，责任在一线强化，能力在

一线提高，使驻村工作更加接地

气、得民心。要加强驻村指导员

队伍的培养和激励，做到年轻干

部驻村、教育培训、量化考核三个

全覆盖，把驻村工作情况作为“源

头工程”来抓，把驻村工作表现作

为干部提拔、职级晋升、评先评优

的重要依据，进一步提高其综合素

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杭州市多途

径开发食物供给空间和潜力，有效

解决综合种养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提高稻田综合效益，为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提供有力支撑。

规划引领，推进规范生产。一

是推进连片发展。充分利用杭州适

合发展综合种养的稻田资源，科学

制定、落实综合种养发展规划，合理

确定优先发展区域，按照工程标准

化、产区规模化、产品品牌化、管理

智能化要求，建设一批高标准综合

种养基地，推动集中连片特色种养

产业发展。二是强化政策扶持。将

综合种养工作与高效生态农业示范

园（水稻）建设相结合，与经济薄弱

村特色产业发展、农业“双强”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渔业健康养殖示

范创建等涉农涉渔项目相融合，推

进综合种养基础设施建设、集中连

片开发、良种配套和研发推广。各

县（市、区）也应出台相关政策，扶持

产业关键环节，并鼓励引导社会资

本投入综合种养业。三是加大考核

力度。严守稻渔综合种养田块鱼

沟、鱼凼开挖面积不超过 10%的红

线，严格投入品监管，保障稻渔产品

质量安全，支撑优质优价消费升级

需求。加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强

化考核督导，凝聚合力，持之以恒推

动产业发展。

加强创新，提升科技支撑。一

是开展培训服务。采取技术培训、

科技下乡、入户指导等形式，加强政

策宣传引导，推广综合种养技术，提

高主体技术水平。加强对新型经营

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技术推广部

门的系统性、针对性、跟踪型教育培

训，加快培养一批掌握水稻种植、水

产养殖、三产融合、品牌打造的复合

型人才。总结交流综合种养好经验

好做法，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创

新宣传形式和内容，树立典型，扩大

影响，增强发展信心。二是完善标

准体系。创新生态种养技术，重点

推广稻蛙、稻鳖、稻虾、稻鸭等模式，

完善现有种养操作规程，制定综合

种养系列地方标准，形成具有地方

特色的种养生产模式图。建设综合

种养标准化示范基地，推动农业主

体按标生产，提升产业规范化、标准

化水平。三是加快科技攻关。对目

前实施效果较好的稻鳖、稻蛙等模

式，针对主要技术瓶颈开展攻关，促

进模式熟化和推广。建设完善黑斑

蛙、小龙虾、中华鳖、鸭等良种繁育

基地，夯实种业基础。加强稻渔品

种选择、种养管理等环节的技术研

发与示范，尽快出台实施综合种养

订单收益补偿农业保险，建立产业

风险保障机制，增强农业主体积极

性。

提质增效，促进增收致富。一

是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支持土地集

中连片流转，推广季节性流转，强化

农事服务中心服务支撑，加快机械

化进程，形成规模优势和带动效

应。进一步培育和扶持500亩以上

综合种养主体，使其壮大成为创新

能力强、发展动力足、产业链条长

的农业龙头企业，引导其与农户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探索产业经营新

模式。二是创建特色品牌。发挥

综合种养产品绿色、生态高效优

势，鼓励农业龙头企业率先开展产

品加工、仓储、物流等，培育产品品

牌。结合杭州开展的电子商务赋

能乡村产业工作，开拓“互联网＋”

数字营销新路径，带动主体统一标

准、统一生产、统一采购、统一品牌、

统一销售，构建基于互联网供应链

管理模式。同时，充分利用各类展

示展销、电商直播带货和农事节庆

活动，加强品牌宣传推介，实现产品

溢价增值。三是鼓励多元增收。充

分挖掘拓展综合种养产业多功能

性，促进特色美食、民俗文化、农事

体验、休闲娱乐、科普教育等业态融

合，实现产业多元价值，开拓增收致

富渠道。

作者单位：杭州市农业农村局

对策建议

主要做法

强化领导，不断健全工作机制。

一是组建工作专班。杭州市农业

农村局组建了由局主要领导任组

长，分管局长任副组长，有关县

（市、区）局主要领导及市局相关处

室（中心）负责人为成员的专班，下

设工作小组。各县（市、区）也参照

此模式建立专班，建章立制，明确

分工，市县联动，合力推进。二是

强化工作落实。制定出台《杭州市

综合种养行动方案》《杭州市综合

种养基地创建标准》等文件，为产

业发展提供规范和依据，推动产业

集中连片发展，形成鲜明特色。三

是加大扶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

基地，一般综合种养模式按不高于

1500 元/亩进行奖补、高标准设施

稻蛙模式按不高于3000元/亩进行

奖补，并鼓励金融、保险机构创新

开发相关金融产品和保险产品，增

强产业发展后劲。

强化指导，多方联动推进发展。

一是强化政策宣传。2023年，市县

两级组织各类研讨会、考察学习、培

训班近60次，提高综合种养主体技

术水平，增进社会各界对综合种养

工作的了解。二是强化技术支撑。

县（市、区）农技专家团队通过集中

宣讲或上门服务，发放《综合种养

（稻渔、稻鸭）操作规程》等举措，使

管理人员和生产经营主体对技术、

政策的知晓率达到 100%。三是强

化技术攻关。加强与省、市农科院

对接，确定综合种养产业团队项目

5 个，指导开展黑斑蛙和小龙虾等

苗种基地建设。

强化监管，规范项目实施管理。

一是严守沟坑占比红线。遵循《稻

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严格沟坑

占比，严禁超标准开挖耕地，鼓励

发展少沟或无沟化模式，优化沟坑

式样，最大限度发挥边际效应，保

证水稻栽插密度和面积。二是实

施项目化管理。按照项目申报、立

项、实施、监督、验收、审计等全过

程管理，市级对项目进行抽查复

核，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市乡村振

兴战略实绩考核，压实属地和主体

责任，促进综合种养产业规范健康

发展。三是强化核查。坚持以《杭

州市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创建标准》

等为指导，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单

位对沟坑占比进行测绘核查，确保

田间工程符合要求；同时，要求主

体投入审计资金额度不低于奖补

资金，并提供有资质单位出具的审

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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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综合种养模式，构建“稻＋”多赢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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