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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养“虾稻”山村甩“穷帽”
新华社记者 徐海涛

本报讯（通讯员 姚世衡）近日，万州区科协2019
年科技专家助力深度贫困村发展活动走进七曜山下的
地宝土家族乡。根据当地的产业需求，万州区科协组
织区老科协、区农技协联合会安排涉及农村种植业、养
殖业、医疗卫生和科技方面的专家共10人，为该乡四
季村提供了科技服务。

四季村当前正发展黄桃种植，目前已发展黄桃
750亩。重庆三峡农科院果树室主任、高级农艺师袁
项成结合自己多年科学种植果树的成功经验，为果农
们讲授了黄桃果树栽培技术、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
农药配制及施药方法、土肥水管理、黄桃采收技巧等技

术要点，并现场做了修枝整形的示范。村民听得非常
认真，袁项成讲完后，一些村民上前围着他提问，袁项
成一一做出了解答。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授张建海，向村民
讲授了西洋参生态学特征、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病虫
害防治、采收与加工。讲座结束后，药材种植户便围着
张教授请教药材栽种过程中遇到的有关问题以及药材
加工方法、市场销售渠道等问题。

当地群众踊跃参加科技服务活动，四季村党支部书
记丁在良高兴地说：“这次活动我们收获很大，感谢专家
们的付出，希望多开展这样的活动，专家们要常来。”

“科技的力量”不容小觑，最近几年里，因为大量
投入了新技术，使得姚李镇漫山红村靠养殖“虾稻”实
现脱贫“摘帽”。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
所研发的漫山红村智慧水产养殖系统，能实时监控虾
稻田的水质，为“虾稻共养”提供绿色的生长环境。

实时监控水质情况

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黄卫兵没想过，祖祖辈
辈耕作的稻田里还能养虾。更没想过，坐在家里就可
以远程“监控”虾稻田，水质下降了还会自动报警。不
仅轻松，这样种养出来的小龙虾和稻米，还能在市场上
卖出好价钱，让他在55岁这年终于甩掉了“穷帽子”。

“溶氧6.97mg/L，pH7.3，氨氮35.67ug/L”，来到姚
李镇漫山红村村委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外墙上电子
屏不断闪动的几组数字。

“这是我们扶贫虾稻田水质的实时检测情况，溶
氧量和pH值是看氧气含量和酸碱度是否适合水生物
生长，氨氮值是看化肥含量是否超标。”驻村扶贫工作
队副队长黄磊说。

漫山红村地处大别山脚下，依山傍水，生态良好，
却曾是个长期找不到致富路的贫困村。以传统农作
物水稻为例，当地多年来只种单季，一亩地每年只有
四五百元收益。

因需研发水产养殖系统

近年来，漫山红村开始实施“虾稻共养”立体生态
循环农业，在稻田里养殖小龙虾，提高经济效益。“虾
稻共养”虽好，但对水质要求较高，不能用化学农药，
只能施加特定的有机肥，水体若遭到污染或有农药残
留，虾群便会大量死亡。

“村里有需求，我们决心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帮助村里搞‘智慧水产养殖’。”黄磊说。黄磊来自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是该所派驻到漫
山红村扶贫的3名队员之一。经过调研与开发，去
年秋天，他们的“漫山红村智慧水产养殖系统”建成
上线。

记者在位于村委会二楼的“指挥中心”看到，通过
分布在各处的传感器、摄像头和无线网络传输，在这
里的大屏幕上可实时掌握全村1000亩虾稻田的生长
和水质情况。据了解，去年冬天该系统曾对水质报
警，经检查是还田的水稻秸秆腐烂导致水质变差，村
里及时组织打捞并换水，没造成损失。

养虾敲开“致富门”

黄卫兵家的16亩地也从去年开始“虾稻共养”，挖
沟、扎网，投入了1万多块钱。“我是享受到‘监控’的好

处了，坐在家里用电脑、手机就能看见自己的田，可以
防盗，水稻跟虾的质量也有保障。”黄卫兵说。他夫妻
二人身体都不好，“智慧养殖”大大减轻了劳动量。去
年他家收了大约3000斤小龙虾，扣掉成本再加上养
鸡、光伏等收入，两口子净收入超过两万元，甩掉了戴
了多年的贫困户帽子。

村里的“能人”彭立万去年光卖虾就收入了30多
万元。“我以前在上海做水产生意，看到家乡的形势好
就回来了。”彭立万说。漫山红村的水来自大别山，好
水养出来的小龙虾肉多、壳薄、干净，在市场上被称为

“青红虾”，一公斤要比普通虾贵三四块钱，销往沪苏
浙供不应求。

养虾效益好，不施农药、化肥的“虾田米”也能卖
上好价钱。受产业带动，去年漫山红村顺利脱贫出
列。2019年11月，村里最后一批16户贫困户、28人也
全部脱贫。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虾和稻米注册商标，结合电
商销售，让村里的高品质农产品走出大山，做出大名
堂！”漫山红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方中说。

黄磊说，实现远程监控、实时检测仅仅是“智慧水
产养殖系统”一期工程，后续还有二期工程。“现在养
虾，要靠人穿着皮衣下水撒料投喂，很辛苦，人工成本
也高。”黄磊说。他们正在考虑开发“自动定时投放饵
料”等新功能。

1.控长催眠。寒露后，韭菜不浇水也不追
肥，积累营养，控制生长，霜降以后在南侧前方
设置向北倾斜的风障，高度为1米。主要是为
了降温，促进韭菜进入休眠期，减少营养消耗。
冬季风障向南倾斜，开始保温。

2.合理收割。在给韭菜养根的时候，收割
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每年收割韭菜不宜超过5
次，如果收割次数过多，会对韭菜根部的恢复造
成很大影响。在收割时，要注意留茬高度，应保
持在4厘米左右。收割韭菜不宜在雨天进行，
并且收割后不可立即浇水、施肥，避免伤根。

3.适时追肥。合理进行追肥工作是韭菜
养根的必要措施。每年10月温度会逐渐下降，
而温度下降会提高韭菜的同化作用，降低韭菜
的生长速度，对韭菜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长不
利。此时，种植户要加强水肥管理。9月份随
水追施一次硝酸铵，进入10月再次追施，并且
适当增施磷钾肥。

4.暗化处理。立冬后，除掉所有枯叶、杂
草，浇水、施肥，进行韭菜暗化处理。搭盖小拱
棚，除了薄膜外，还要覆盖草帘，之后每天上午
9点揭开草帘，下午2点再盖上草帘。每天减少
韭菜接受光照的时间，光照时间控制在5小时
以内。一周后，韭菜发芽即可揭膜。

5.肥水管理。韭菜生长迅速时需要大量
养分，所以需要追肥，每亩施堆肥50千克、腐熟
农家肥750千克、复合肥25千克。浇水维持正
常的土壤湿润度。立冬后，把枯掉的韭菜割掉，
每亩将15千克尿素结合浇水施用。

6.防止跳根。韭菜跳根对韭菜的产量非
常不利。而韭菜跳根主要是由分蘖造成的。韭
菜分蘖一般是在韭菜植株生长点的叶腋处，从
而造成新出的分蘖在植株上端。每次采收韭菜
就会导致下一茬韭菜的根部逐渐接近地面，对韭
菜后续生长、产量及品质都会造成很大影响。因
此，种植户要做好培土、培粪工作防止韭菜跳根，
并将韭菜露出地面的根部用土掩盖，满足根部对
营养的需求，增强韭菜根部的生长能力。

7.掐掉花薹。正常情况下，韭菜在7—8月
便会开花结果。为了保护韭菜根部生长，种植户
要及时将韭菜的花薹掐除，防止花薹消耗过多
营养，从而降低韭菜的产量与品质。（本报综合）

近年来，河北省南
宫市积极调整农业生产
结构，通过政府引导以
及合作社、大户带动的
模式，利用暖棚等农业
设施大力发展反季节
蔬菜种植，产品畅销北
京、天津等地。设施农
业让种植户变“冬闲”
为“冬忙”，有效带动农
民增收。

图为游客在蔬菜大
棚内采摘尖椒。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李松）记者从重庆市农业农
村委获悉，重庆市已安排扶持资金6.65亿元，统筹用于
生猪产业发展，助推生猪产能恢复。

据了解，重庆推动生猪产能恢复的扶持资金主要包
括：统筹用好24个生猪调出大县进行奖励资金0.83亿
元，重点用于生产发展；统筹用好畜禽粪污综合治理和资
源化利用项目资金4.59亿元，重点提升规模养殖场（户）
粪污处理能力，促进绿色发展；统筹用好生猪产业专项资
金0.25亿元，重点用于支持生猪引种、保种；新增安排财

政资金0.8亿元，专项用于新增产能、疫病防控等。同时，
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对生猪规模养殖场贷款贴息，在国家
贴息2%的基础上，提高为4.35%给予贴息。

此外，重庆还在加紧落实生猪生产重点产能建设
要求，加强生猪规模养殖重大项目策划，编制形成项目
库，目前11家生猪养殖重点龙头企业项目正加快建
设。为保障猪肉供应，持续加强市内大型规模养殖场
产销调度，引导规模养殖场与屠宰场紧密对接，做到平
稳有序出栏。目前，已完成1.13万吨冻肉储备。

重庆安排6.6亿元扶持资金
推动生猪产能恢复

万州区科协组织专家开展农技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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