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ONGQING DAILY
周刊
WEEKLY乡村振兴

■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162022年4月20日 星期三
主编 邹密 编辑 吴秀萍 美编 郑典

区县动态

直播带货

南川：
野生动物致害纳入保险

近日，南川区林业局通过公开竞标选定保险
机构，承保南川区陆生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责
任保险。

据介绍，该保险对象为南川区辖区范围内，
因陆生野生动物导致人员伤亡事故、农作物和经
济作物、养殖业、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森林幼苗、
房屋及附属设施等，损失由承保机构按相应限额
赔偿，单次事故赔偿限额300万元。承保机构将
在接到报案通知后5分钟内作出响应，最迟在5
个工作日内定责定险，15个工作日内完成赔付。

据介绍，南川区野生动物致害主要是野猪、猕猴
等。这些动物啃食农林作物，种类有稻谷、玉米、红
薯、土豆、方竹笋、苗木、中药材等。据统计，
2016—2021年间，该区发生野生动物致害案件
3201件，面积2.15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超2200万
元。 南川融媒体中心 许兴友

荣昌：
见缝插绿建“口袋公园”

荣昌区充分利用裸露地、拆违地、边角地、废
弃地等地块，目前已经建成20余个“口袋公园”。

当地“口袋公园”建设本着见缝插绿、方便居
民的原则，利用城市的闲置地、边角地、零星空
地、小型纯绿地等，通过栽植树木、铺设园路、广
场，增加座椅、廊架等设施，建成对公众免费开放
的城市绿地。这些公园大部分紧邻小区，相当于
社区居民的“后花园”，通过“一园一品”建设，一
改公园“千园一面”的形象，不管是老人、年轻人
还是小孩都能在其中找到乐趣，更好地满足了市
民多样化需求，有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荣昌区还将投入3000多万元，新改建
10个“口袋公园”，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从细微
处美化城市环境，拓展公共活动场所，让市民能
够就近享受绿色空间。

荣昌融媒体中心 郑光慧

沙坪坝：
废弃农膜可兑换生活物品

近日，沙坪坝区青木关镇，来自管家桥村的
张泽木和杨树明两位老人提着一袋废弃农膜，经
过称重、登记，两人分别领了一块肥皂后，满意地
说：“农膜得到了处理，我还省了买肥皂的钱。”

废弃农膜回收是减少田间地头“白色污染”
的重要举措，重点在于提高种植户回收积极性，
尤其是散户的回收意识。今年起，沙坪坝区进一
步普及废弃农膜对环境、土壤的危害，并通过物
品兑换，让农户了解回收渠道，提高回收积极性。

通过“以物易物”形式，沙坪坝区共计回收农
膜2000余公斤。

沙坪坝融媒体中心 喻庆

万盛北门村：
雷竹笋现挖现寄

近日，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北门村的120亩雷
竹笋迎来采收期，一个个壳薄肉肥、带着泥土气
息的新鲜雷竹笋破土而出。

北门村雷竹笋主要生长在海拔1000多米的
高山地区，境内森林茂盛，空气清新，水质优良。
产出的雷竹笋甘甜鲜嫩、清香爽口、营养丰富。
雷竹笋售价在8元每斤，量多价优。欢迎上门采
购，也可电话联系现挖现寄。

联系人：廖和平；电话：13637771114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巴南百胜村：
乌皮樱桃尽情品尝

巴南区鱼洞街道百胜村3000余亩乌皮樱桃
近日可采摘了。

乌皮樱桃又名“黑珍珠”，樱桃果实呈深紫红
色（乌皮）而得名。果实颗粒大、呈紫红色，因其
浓甜味香、肉质细嫩、爽口化渣的特点，入口尤为
甘甜，有颇高的食用价值和医疗保健价值。

乌皮樱桃最佳采摘期大约20天，预计可持续
至4月底。入园采摘樱桃的门票为30元/人，1米
1以下儿童15元/人，进入园内可以尽情采摘品
尝，若想购买带走，每斤售价30元。

联系人：扬老师；电话：13983489986
巴南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綦江寨门村：
桑葚成熟待客

眼下，綦江区三江街道寨门村的桑葚熟了，一颗
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

桑葚不仅口感酸甜可口，还含有丰富的糖
类、维生素、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
既可直接食用，还可用于泡酒。寨门村桑葚采摘
期为即日起至5月10日，采摘价格为20元一斤。

联系人：陈先生；电话：13512394179
綦江融媒体中心 成蓉

【核心提示】

上周举行的重庆市稻
渔综合养殖发展座谈会传
出消息，“十四五”期间我市
将大力推进稻渔种养产业
发展，力争2025年全市稻
渔综合种养面积达到 120
万亩。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市开始逐步推广“稻田养
鱼”，它与再生稻、稻田半旱
式免耕术在当时被誉为重
庆“农业三绝”。

如今，“稻田养鱼”已发
展出稻田养鳅、稻田养蟹、
稻田养虾、稻田养鳖等稻渔
综合种养模式，它具有一水
两用、一田双收、绿色生态
等特点，成为全国主推的农
业绿色发展模式。

时至今日，我市宜渔稻
田面积约有375万亩，然而
去年稻渔综合种养面积仅
为36.1万亩，利用了不到十
分之一。

眼下正值春耕播种的
关键时节，各地正在开展
稻渔综合种养生产。如何
让重庆稻渔综合种养再续
“农业三绝”美誉？重庆
日报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采访。

稻渔种养如何一田双收稻渔种养如何一田双收

□本报记者 苏畅

稻渔综合种养具有“一水两用、一田双
收”的特点，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发展
稻渔综合种养，除了向“稻”和“渔”要效益
外，还需将两者的价值结合延伸，实现“1+
1＞2”。

稻渔综合种养价值如何实现“1+1＞
2”？记者认为关键要做好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首先是提升“一产”，通过多种模式对比
试验，精选优质水稻品种和渔类品种进行种
养，并开展宜稻水产品种改良，大幅提升大
米品质和水产品质，同时创新渔业养殖方
式，利用集污设备过滤鱼蟹等养殖尾水并通
过地下管道流回稻田，经过稻田净化氮、磷
后的水体再次回到养鱼车间和池塘，减少了
养殖用水的更新频次和农业尾水污染，进一
步发挥稻渔综合种养的生态效应。

其次是做优“二产”，由龙头企业为农户
提供粮食代收、代储、代烘、代加、代销“五

代”服务，解决农户储粮难、卖粮难、水产销
售等问题，同时发展水稻和水产加工产业，
提升稻渔农产品精加工水平，开发米汁、米
醋、锅巴、鱼类预制菜等特色产品，提升产品
附加值。此外，还可将稻田养殖产出的优质
水产品与品牌店建立供求关系，例如大足将
稻鱼与邮亭鲫鱼品牌结合，进一步打响邮亭
鲫鱼招牌。

最后是拓展“三产”，以稻渔种养基地为
基础，开发富有生态田园特色的生态旅游
产品，建成稻田观赏区、生态渔业养殖区、
大米加工展示区等主题功能区，配套完善
景观塔、玻璃栈道、科普教育长廊、儿童乐
园等设施，打造集休闲、科普、体验、创意为
一体的“生态农工旅”聚集区，发展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此外，还可打造稻渔相关
的节庆活动，推广稻渔品牌和产品，例如潼
南生态小龙虾节、大足巴蜀小龙虾旅游文化
节等活动。

稻渔综合种养价值要1+1＞2

【记者手记】

▶近年来，我市
各地不断推出与稻
渔种养相关的节庆
活动，推动农文旅融
合发展。图为在垫
江县沙坪镇毕桥村
举行的“千人稻田浑
水摸鱼”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通 讯 员 向 晓
秋 摄/视觉重庆

▼掌握了稻蟹种养技术
后，滕文强的基地规模不断
扩大，并发展了稻田养鳖等
多种综合种养模式。

（受访者供图）

▲稻虾种养模式成为一些农户的新选
择，一田两用，增加收益。图为潼南区一养殖
户收获小龙虾。 （受访者供图）

4月14日，潼南区崇龛镇临江村。
在重庆稻梦空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稻渔

种养基地，业主滕文强正在检查大闸蟹的生
长情况。他捞起一笼蟹苗，指甲盖大小的大
闸蟹在笼中灵活爬窜。

“六次拜师学艺，我才学会稻田养蟹。”他
说。

稻田综合种养，既要会种也要会养，高技
术的要求不仅让滕文强“碰壁”，也是我市稻
渔综合种养所面临的难题之一。

会种还得会养

2016年，滕文强放弃在重庆主城的农机
产品销售工作，回到家乡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大闸蟹能清杂草，吃害虫，改水质，稻田
同时也为它们提供安全的生长环境，两者之
间相互促进生长，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
收’，发展前景广阔。”滕文强说。

看到了稻渔综合种养能带来的效益，但
对于怎么种怎么养，滕文强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稻米品种的选择上，滕文强挑选了抗
性好、产量高的“宜香优2115”水稻品种进行
种植。在投入蟹苗后，他想着给脱壳的蟹苗
消毒、补钙，便在稻田里撒入生石灰。

这一撒，稻田里绝大部分蟹苗死了，经济
损失近20万元。

“大闸蟹从幼苗到成熟要蜕五次壳，等到过
了蜕壳高峰期后，才能用少量生石灰水进行消
毒、补钙。”大闸蟹养殖专家聂绍祥向他解释。

滕文强第一次找到聂绍祥，想拜他为师，
但被拒绝，“核心技术不外传。”聂绍祥说。

一个月内，滕文强先后六次登门。被滕
文强的诚意和坚持打动，聂绍祥最终同意收
他为徒，将大闸蟹养殖技术、管理方法、独家
饲料配方等关键点逐一教给了滕文强。

2017年，滕文强就尝了收获的喜悦：40
亩稻蟹种养基地收获大米 2万斤、大闸蟹
1000斤。如今，滕文强的基地规模已有586
亩，发展了稻田养蟹、稻田养虾、稻田养鱼、稻
田养鳖等多种稻渔综合种养模式。

为让更多稻渔综合种养业主接受“名师”
指导，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依托重庆市
水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建了稻渔综
合种养创新工作组，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稻渔
综合种养模式，开展技术创新与指导服务。
目前，团队已开展50余次技术指导服务。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已
制定地方标准《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建
立了12个市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和多
个区县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发挥示范
带头作用，带动全市稻渔综合种养技术发展。

优质还得优价

在滕文强的稻渔综合种养基地，稻蟹规
模已有300亩，稻鳖规模也有200亩，而稻虾

规模却不足100亩，并且该基
地稻虾规模在近几年呈逐年
下降态势。

这是为何？

“稻田养虾虽然品质高，但优质不优价。”
滕文强表示，小龙虾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市场
价格波动大，加上没有进行品牌打造，所以规
模不敢做大。

也有敢想敢干的。
3月30日，大足区铁山镇胜丰村，棠香铁

山(重庆)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棠香铁山公司”）稻虾综合种养基地里，一批
批小龙虾被打包装箱，销往外地。

3月并不是小龙虾的最佳上市期，为何棠
香铁山公司在这个季节销售小龙虾?

“我们打造了‘大足冬虾’品牌，小龙虾反
季销售，价格更高。”棠香铁山公司董事长韩
永琴介绍，夏季小龙虾的价格在8元/斤左右，
而在冬季和初春，一斤大虾最高能卖到86
元，中虾也能卖到近60元。

打时间差固然可以，但小龙虾的成熟期
主要集中在夏季，冬季上市的小龙虾无论是
肉质还是肉量都偏低，如何避免这些客观因
素给品牌带来的不利影响？

韩永琴的办法是：直接从虾苗的育种环
节入手，培育出抗病性、抗逆性较强的虾苗，
在夏季投苗，冬季上市。

2012年，韩永琴开始养殖小龙虾。原本
以为小龙虾适应性强，好养活，可当起捕时，
水田里的小龙虾所剩无几，反而捕捞了1000
多斤鱼。

“水是从附近的水库引来的，一些鱼卵也
在其中，发育生长后吃掉了不少虾苗。”韩永
琴说，第二年3月份，她准备重新投放虾苗，没
想到水田里存活下来的小龙虾已经孵育出了
大量虾苗。就这样，她意外获得了一批抗逆
性较强的虾苗。她把这些虾苗筛选出来，在
夏季集中投苗，小龙虾在冬季上市，效益很不
错，弥补了损失。

经过5年的探索，韩永琴成功研发出冬虾
种苗培育技术，为“大足冬虾”品牌的打造提
供技术支撑。目前，韩永琴已发展稻虾综合
种养基地 4000 余亩，小龙虾年产值超过
2000万元。

“重庆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已初步形成了
一些稻渔品牌，例如潼南的‘蟹田米’‘稻田
虾’‘稻田蟹’，武隆的‘鳅田米’、万州的‘稻鱼
米’、忠县的‘稻花鱼’等品牌，无论是米还是
水产附加值都得到提升，与传统生产模式相
比，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生产的大米价格高出3
倍，水产品的价格也高出2倍。”市水产技术推
广总站副站长、稻渔综合种养创新组组长翟
旭亮介绍。

建基地还得整农田

“虽然基地规模已有4000亩，但却是分
散在大足区的铁山、珠溪、龙石等乡镇以及潼
南、铜梁等8个地区，部分基地的田块小而散，
导致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大增加。”采访
时，韩永琴道出公司面临的困难。

这也是制约重庆稻渔综合种养发展的一
大难题。

由于重庆多山丘、少平坝的地域劣势，导
致稻渔综合种养产业规模小、不集中，限制了
其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如何破题？重庆的方案是：结合高标准
农田建设，同步开展山地特色稻渔综合种养
模式示范，实现基地集中连片。

4月17日，荣昌区安富街道普陀村，业主
陈开文在重庆果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稻渔综
合种养基地，看着村民操作农机插秧。

2021年3月，荣昌区与四川隆昌市共建
“双昌”农业产业园，荣昌与隆昌交界处的普
陀村位于“双昌”产业园的先行区。两地在稻
渔综合种养等项目上展开深入合作，建设高
标准农田，正是实施稻渔综合种养项目的首
要任务。陈开文在普陀村承包了400余亩土
地，其中近270亩土地开发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

“基地的田块是高标准农田，旱能浇、涝
能排，机耕路通到田间地头，全程都能用上农
机，省力又省钱。”陈开文介绍，靠着机械化种
养手段，仅需聘请4位村民，便可管理基地内
近270亩田地。

“以前养虾的稻田都是分散的小田块，除
了不方便管理外，人工成本也高，一亩稻田的
人工成本要2650元，而结合高标准农田建
设，如今一亩地的人工成本只需要 800 多
元。”陈开文说。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重庆在万州、开
州、梁平、荣昌等川渝毗邻地区建设数十万亩
规模的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带，形成稻渔综合
种养的集中化、连片化，发挥稻渔综合种养的
规模效应和产业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