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工作人员在查看虾
塘生物浮床空心菜生长情
况。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
区板浦镇对虾综合试验点，
按照国家虾产业技术体系的
要求，连云港对虾综合试验
站“基于生态系统的稻菜—
渔绿色高效种植养殖模式构
建”试验成功，首批在生物浮
床 上 栽 种 的 空 心 菜 长 势
良好。

耿玉和摄（新华社发）

据估算，我国适合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占现有稻田面积的 15%左右，约 6750 万
亩。开展稻渔综合种养除每年可稳定提供
3375 万吨水稻外，若按每亩增加 1000 元
收益计算，每年就可为农渔民增收 675
亿元。

“在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大背景下，
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并以此为抓手，大力提
升现代渔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
平，是现代渔业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契
机。”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张显
良说。

提高粮食产量

“鱼粪可以肥田，稻鱼活动能松土，增
加土壤通气性并增强根系活力。稻鱼共生
的稻田里，稻穗长、颗粒多、籽粒饱满。”张
显良一语道破了稻渔综合种养促进粮食增
产的秘密。

新世纪以来，我国稻田养殖产量占淡
水养殖总产量的比例一直保持在5%左右，
但养殖面积、产量和单产水平增加明显。
2015年，全国稻田养鱼面积达到150.16万
公顷，产量为 155.82 万吨，亩产迈过 69 千
克的新台阶，与 2010 年相比，分别增加
13.24%、25.38%和10.73%。这充分表明了
稻田养殖经济模式具有的生命力。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农业部门主导推
进稻渔综合种养技术，通过复合式种养、资
源重组和综合利用促进了单位面积上稻田
综合经济效益的提高，受到新型经营主体
的欢迎。自2005年开始，农业部先后在13
个省（区）建立了 19 个稻渔综合种养示范
点 ，示 范 面 积 100 多 万 亩 ，辐 射 带 动 近
1000 万亩。从示范效果看，水稻亩产稳定
在500公斤以上，稻田增效接近100%。

2012 年，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新
一轮稻渔综合种养技术示范，各地根据自
身的自然条件，结合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储
备等生产要素，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稻
田养殖模式，开创出“稻蟹共生”“稻鳖共

生”“稻鱼鸭共生”“稻鳅共生”等新模式。
通过技术集成，改进了水稻栽培、水肥管
理、病虫害综合防治与水产养殖技术，发展
了新型经营主体，并创建了稻米品牌和水
产品牌，实现了粮食增产、水产增收，开创
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并举的大好局面。

“稻渔综合种养新模式的出现，说明我
国城乡居民对于特色、多样化、优质水产品
的消费需求依然强劲。稻田养殖经济为我
国现代渔业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和消费结
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张显良说。

实践表明，在稻渔综合种养地区不仅
不存在影响水稻生产的情况，还极大地带
动了种稻积极性。为此，浙江、广东、宁夏
等省（区）农业和渔业部门联合出台了扶持
稻渔综合种养的政策措施。在一些地区，
一些荒废的低洼冷浸田得到开发利用，如
湖北有 206 万亩低湖冷浸田被开发成稻田
养小龙虾基地，相当于增加了 206 万亩稻
田；浙江德清县一企业将3000多亩池塘全
部改为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相当于增加了
3000亩稻田。

促进农民增收

湖北省潜江市是著名的“中国小龙虾
之乡”。近年来，该市推广的“稻田+水产”
综合种养模式不仅让小龙虾受到了热捧，
还让水稻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公害农产品，
农民们的收入因此大大增加。

记者日前来到湖北国营白鹭湖农场关
山分场，只见基地上连片的稻田清澈透亮，
稻田里的秸秆格外醒目。“这些秸秆，可以
作为刚出洞小龙虾的美食，属于原生态的
喂养模式。”关山分场党委书记胡文斌说，
他们集中了万亩土地搞“虾稻共作”，通过
合作社统一培训、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
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六统一”模
式 ，农 户 每 年 每 亩 可 多 获 得 3000 元 至
4000元的水产净收入。

“稻渔综合种养通过挖掘资源潜力，提
高稻田生产力，实现了农田收入倍增，提高

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农业部渔业渔政管
理局副局长李书民说。

记者了解到，稻渔共生互促，可以减少
化肥农药使用，每亩可节约成本30元至50
元。稻渔模式下的稻米和水产品品质优良，
较普通稻米和水产品价格高，稻米普遍比普
通稻米每公斤多卖约0.4元，有的鳖田米、蟹
田米可卖到每公斤40多元，如德清的鳖田米
每公斤98元，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稻田养殖
的禾花鱼价格是同类鱼价格的5倍至6倍。

调查表明，稻渔综合种养比单种水稻
亩均效益增加 90%以上，平均增加产值
524.76 元，采用新模式的增加产值都在
1000 元以上。如“虾稻共作”模式亩均产
值增加1456.28元，效益增加258%；稻鳅模
式 亩 均 产 值 增 加 1762.89 元 ，效 益 增 加
901%；稻鳖模式亩均产值增加 13744.94
元，效益增加5549%；稻蟹模式亩均产值增
加2484.33元，效益增加351%。

增收效益如此可观，使得稻渔综合种
养成为不少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有效手
段。广东连南县是广东省 16 个重点扶贫
县之一，该县在省渔业部门支持下，建设连
南县稻田养鱼示范园区 3000 多亩，覆盖 2
镇5村，惠及农户近3000户，辐射带动近2
万农户脱贫致富。云南把稻渔综合种养作
为产业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在德宏州、红
河州扶持发展稻渔综合种养，成效明显，每
亩产值近 2000 元，带动大批农民脱贫致
富。目前，在不少地方已因地制宜发展了
一些有效的稻渔综合种养产业扶贫模式，
并正向其他适宜地区扩展。

推动产业融合

稻渔综合种养模式产业链长，价值链
高，具有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巨大
潜能。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业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出了相应部署，稻渔
综合种养恰恰可以作为农业三产融合发展
的有力抓手。

张显良介绍，稻渔综合种养带动了稻

米、水产品加工和品牌建设。目前，我国
19个稻渔综合种养示范点共创建稻米品牌
30 个，水产品牌 21 个，极大地提高了产
品 附 加 值 ， 带 动 了 加 工 业 发 展 和 农 民
就业。

同时，稻田养鱼与有机稻种植结合，不
仅产品更加优质，还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已成为近年来各地乡村游的热点之一。

浙江青田传统稻鱼共生农业系统、贵
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共生系统被列入全球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 带 动 了 当 地 旅 游 业
发展。

“充满活力的稻田、良好的乡村生态
是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
新的消费形态引入又为稻渔综合种养带来
更高的市场附加值。总体上，稻渔综合种
养模式符合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总体要
求，是生态、绿色品牌创建的重要切入
点，更是农村三产融合的重要内容。”张
显良说。

但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稻田养殖还
存在三产融合度不高的现状，从事种养的
农渔民是最辛苦的从业者，却也是获利最
少的，往往被动与二三产业融合，没有在产
业大发展过程中合理分享成果。例如，稻
渔综合种养所产稻米往往每公斤只多卖
0.4 元至 0.6 元，但被收购加工后附加值增
加了5 倍至6 倍，甚至10 倍，但增加的产值
却与农渔民无关；旅游业收益，大部分也与
农渔民无关。

对此，张显良建议，在稳定水稻生产的
基础上，探索设立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推广
专项，集成示范稻渔综合种养先进技术，提
高稻渔综合种养生产力水平。鼓励发展稻
渔综合种养产品加工流通和观光休闲农家
乐等新业态，优化区域布局规划，扶持稻渔
综合种养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稻渔
综合种养产业体系，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积极研究
对一二三产业联合一体的专业合作社的扶
持政策，让农渔民分享更多的稻渔综合种
养发展成果。

我国适合稻渔综合种养面积占现有稻田面积的15%左右，每年可为农渔民增收675亿元——

装满“米袋子”鼓起“钱夹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4 月 23 日 早 晨 6
点，春风中依旧流转着
淡淡寒意，河北省乐亭
县马烧纸庄村的设施
桃生产区却早已是一
片忙碌。棚室里，桃农
提着篮子采摘着成熟
的鲜桃；棚室外，一筐
筐鲜桃被分拣装箱；小
路上，各家各户的电动
三轮整齐地码放着成
箱的鲜桃。

“要让北京人吃上
当天采摘的鲜桃。”桃
农马良东一边忙着装
箱，一边告诉记者，“早
晨 4 点就进棚干活了，
要赶在 8 点之前把鲜桃
摘完、装好”。

马 烧 纸 庄 村 是 远
近闻名的设施桃专业
村。2016 年，全村设施
桃总面积近 2000 亩，
拥有各类棚室 1000 多
座，每户桃农少则 5 座
至6座，多则20来座。

过去，马烧纸庄村
以传统种植业为主，收入单一。1998 年，村党
支部书记马晓波上任后，就开始带领村民寻求
产业突破之路。

“那时候村里穷，能盖得起新房的家庭不
多。”几经考察，马晓波看准了设施桃产业，并成
为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靠着辛勤努力获
得了丰收。有了致富带头人，村民们快步跟上，
设施鲜桃很快成为马烧纸庄的支柱产业。

上午 8 点半，载满鲜桃的三轮车陆续汇集
到村址的小广场上，一辆深蓝色的载重货车打
开了车厢围栏正在待命，一辆白色的客车也在
一旁静候，桃农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

“装车！”马晓波一声清脆的吆喝，整个广场
迅速忙碌起来，不到 1 小时，900 箱鲜桃就装载
完毕。

上午 10 点，整装待发的货车发动，桃农们
井然有序地登上客车，和丰收的鲜桃一起向北
京进发。客车上，有的桃农们讨论今年的收成
和各自的种植经验，有的桃农则抓紧时间“补
觉”。

谈到为何要到把鲜桃直接卖到北京，而不
是在“地头儿”卖给收购商，马晓波说：“为了多
赚钱。”直接卖到北京市场，每斤鲜桃少则多赚
一两毛，多则多赚近1元。“不仅销售价格更高，
咱们的鲜桃还能获得更合适的分类分级。”马晓
波告诉记者，收购商在地头儿收货，会按鲜桃的
个头、色泽非常严苛地分类，往往有 40%以上
的鲜桃被挑拣出来，被压到较低的价格，甚至拒
收。但在北京市场，分类分级会更加合理，被挑
拣出的鲜桃比例要小很多，桃农能获得更高的
收益。

经过4个多小时的跋涉，下午两点，载满乐
亭鲜桃的货车抵达了北京瑞兴隆市场，熟稔地
停靠在市场一角，马晓波和几名等候多时的客
商打过招呼，就带领桃农们开始卸载货箱。客
商们围拢过来，开箱验货，与桃农各自谈拢价
格，整个过程简略而迅速，流露出浓厚的信任与
默契，不到40分钟，900箱鲜桃就已经全部“名
花有主”，两个品种的仙桃，一种卖 13 元，一种
卖9元。

“每年我都得提前预订才能拿到货。”与马
烧纸庄村合作多年的客商李彪说，“马烧纸庄村
的鲜桃口感好，外观也不错，很抢手”。

马烧纸庄鲜桃在北京瑞兴隆市场成了一块
响当当的金字招牌，鲜桃产量高峰时期，每天要
发往北京4个货车，2小时内就会销售一空。

鲜桃销售一空，桃农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盘算着自己的收入。“预计今年能收入近 25
万。”桃农杨永进说，“我现在经营5座温室，3座
春棚，在村里还不算大户”。2016年，马烧纸庄
桃农平均每户年纯收入达15万元。

下午 5 点，桃农们帮助客商把货箱装上了
货车，乐亭的鲜桃即将发往北京各地。忙碌了
一天的桃农们登上客车准备返程，虽然疲惫却
满心幸福。

“我们要给鲜桃注册个商标，让带着露珠的
鲜桃直接走进北京、天津的大超市。”马烧纸庄
的桃农们满怀信心地给鲜桃定好了下一个“小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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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渔综合种养是在保

障水稻稳产的前提下，利用

稻田湿地资源开展适当的

水产养殖，形成季节性的农

牧渔种养结合栽培模式。

稻渔综合种养具有“不与人

争粮，不与粮争地”“一水两

用、一田双收”的优势，既能

有效促进粮食生产、农渔民

增收，又可以发挥巨大的生

态效益。因此，稻渔综合种

养也被形象地称为农民的

“米袋子”“菜篮子”和“钱夹

子”。

▷ 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村民在稻田里放
养生态鱼。 （资料图片）

采摘农业得实惠

4 月 23 日，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农
民给猕猴桃施肥。近年来，该镇通过发展种植
采摘农业，积极促进休闲观光采摘农业发展。
随着村里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知名度不断提高，
吸引了大批当地市民前来观光采摘。

崔培林摄

近年来，消费者常会抱怨“现在的西红
柿越来越没有以前的味儿了”。来自深圳的
科研团队经过 4 年多的攻关，最终发现了番
茄风味调控机制，为番茄风味的改良奠定了
基础。

番茄是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根据世
界粮农组织统计，2014 年全球番茄产值达
962.8 亿美元，在蔬菜和水果中居于首位。
我国以鲜食番茄为主，其风味品质更受关
注。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
所研究员黄三文和美国科学院院士、佛罗里
达大学 Harry Klee 教授曾组成 20 人的研
究团队，在协同研究后终于发现了番茄风味
变化的奥秘。

黄三文告诉《经济日报》记者，风味不像
产量、抗病性、外形、色泽等易于量化的育种
性状，这一特性能“感觉到”，但“看不见、摸
不着”，这就决定了研究的难度。为此，研究
团队组织了 170 人的“品尝小组”，对 100 多
种番茄开展多次严格的品尝实验，并利用数
据模型分析确定了 33 种影响消费者喜好的
主要风味物质，揭示了番茄风味的物质基
础。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来自世界各地 400
多份番茄的风味物质含量，作出基因组测序
和生物信息学分析，获得了控制风味的约

50 个基因位点，从而首次阐明了番茄风味
的遗传基础。

黄三文和研究团队还进一步发现，西红
柿没有以前的味道，是由于现代育种过程过
于注重产量、外观等商品品质，导致控制风
味品质的部分基因位点丢失，造成 13 种风
味物质含量在现代番茄品种中显著降低，最
终使得番茄口感下降。这一研究成果为培
育美味番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线图，目前
研究团队已经和育种家们合作培养出了含
糖量提高的番茄新品种，也正力争恢复番茄
原来的浓郁风味，使美味番茄早日摆上人们
的餐桌。

2017 年 1 月 27 日，番茄风味品质研究
取得重要突破，相关成果以封面文章的形式
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

黄三文表示，果蔬风味的获得与丢失和
其次生代谢产物的分布和积累相关。早在
2014 年，黄三文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
黄瓜苦味形成机理研究成果，并随即投入另
一个重要科学问题研究：葫芦科其他植物如
西瓜、甜瓜等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分子机制？
经过两年的研究终于阐明了葫芦科植物苦
味性状趋同驯化与差异进化的分子机制，并
首次利用比较基因组学阐明了不同苦味物

质间结构细微差异产生的原因，为系统解析
有丰富结构与功能的植物次生代谢产物提
供了重要借鉴。

这一研究表明，次生代谢产物是植物
在与外界环境长期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
天然化合物，有的具有令人愉悦的清香味；
有的却具有苦味或毒性，是植物合成的“天
然农药”，被用来抵御病虫害等不利环境。
因此，科学家们希望对根部和果实中的苦
味性状作精确调节：一方面确保果实中不
积累苦味物质，保证商品品质；另一方面提
高根部的苦味含量，抵御土壤中病菌、害虫
的侵害。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
所为上述蔬菜品质研究提供了相关的研究
条件。该所是深圳市东部第一家国家级科
研事业单位，现有 1200 余亩改良的实验农
田，并围绕农业生物组学基础、基因组学与
动植物育种、基因组学与动植物健康三大主
题建设了 18 个学科方向，目前已获批各类
科研项目 100 余项，累计资助金额超过 1 亿
元，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7 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12 项，其他国家级项目 5 项，并在
国际高水平杂志上发表各类科研论文超过
70篇。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经过
4 年多的攻关，发现了番茄风味调控机制，
目前已经培养出了含糖量提高的番茄新品
种，正力争恢复番茄原来的浓郁风味。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