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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彪

6月 5日，“芒种”前一天，昭化
区乡村的稻田里一片繁忙。

“宽窄行插秧能增加通透性，相比
‘满天星’稻谷可增产 10%以上”“今年
稻渔米销售会更有保障，我们用东西
部扶贫协作资金建设的稻渔米加工扶
贫车间已完成了基础设施”……冒着
烈日行走在浙江省扶贫协作稻渔（虾）
产业示范园项目实施区磨滩镇，昭化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水产渔政局
局长徐国刚除了面对面给群众宣讲新
技术，还给当地群众带去了发展稻渔
综合种养产业的好消息。

尽管忙碌，但徐国刚却幸福的笑
了。他说：“自己现在辛苦点没啥，指
导乡亲们按宽窄行插好了秧，也就为
全年有好的收成打牢了基础。”

如今，在徐国刚倡导努力下，一条
“以渔促稻、稳粮增收、一水两用、绿色
发展”的山区现代农业发展和脱贫攻
坚新路正在昭化区、苍溪县、剑阁县等
地，给越来越多的群众带去源源不断
的效益。

作为一名从事水产养殖产业发展
的科技工作者，徐国刚一度时期里也
有着自己的困惑和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昭化区5万余
亩下湿田、低洼田常年潮湿，只能种植

一季水稻，粮食单产低、效益差，当地
农民群众因收益低致贫；另一方面是，
在山区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多
年来的贫困又导致村民和贫困户资金
紧缺，无力发展种养产业……

2017年，新一轮东西部扶贫协作
启动后，浙江省龙泉市与昭化区携手，
确定了包括稻渔（虾）产业示范园建设
项目在内的10个扶贫协作项目。

抢抓新一轮东西部扶贫协作机
遇，徐国刚找到了服务群众的新机会。

凭着近30年在水产工作一线积累
的技术，浙江省扶贫协作稻渔（虾）产业
示范园建设项目的资金支撑，徐国刚及
其团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探索和实践：

率先在国内探索出山区稻渔综合
种养发展新路径，针对山区稻田相对分
散、海拔较高、水温偏低现状，优化创新
9项山稻渔综合种养关键技术；制订发
布《山区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市级
标准新规范，并通过省级标准立项，形
成山区地区可复制、可借鉴、可大面积
推广的生产技术标准操作新模板；提出
田内生态种养结合、田内种养与田外苗
种培育结合的“两个结合”的稻渔种养
发展新模式，解决山区地区稻田分散苗
种下田成活率低的技术难题……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一份辛勤，
一份回报。

目前，徐国刚及其团队成功在全市

利用下湿田、低洼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5
万余亩，亩均稻渔综合收益3400元，较
原来增收165 %，“劣质稻田变优质、单
季收益超两季”成为现实，昔日劣质稻田
也成为了贫困群众的“小银行”。2019年
4月，山区稻渔项目（徐国刚为第一完成
人）荣获广元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每每感到辛苦时，我就会想想父
老乡亲们丰收后露出的笑容，以及对

我们工作的肯定。”徐国刚说，今后将
不忘为民初心，恪守创新本分，努力做
一名德为人先、行为世范的科技工作
者，努力为全市科技事业跨越发展奉
献才智。

一水两用一水两用 一田多收一田多收

有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的支持，稻渔综合种养的新技术、新品种等得以在
昭化区广泛推广。图为6月5日昭化区群众进行宽窄行插秧。

本报记者 刘怀英

一根绳、一把尺、一把秧……6月5
日，记者在见到昭化区磨滩镇中华村5
社村民赵永桂时，他和妻子正在田里
插秧。

记者发现，每块稻田的一边总会
留一片空隙。

看到记者诧异的眼神，赵永桂道
出缘由：“在稻田内开挖不超稻田面积
10%，宽 2.5至 3米、深 1.2至 1.5米的鱼
沟，可以实现‘水稻种植、田鱼养殖’有
机结合，从而达到‘一水两用、一田多

收、粮渔共赢、生态环保’的目的。”。
“10 亩田不算多，两人一天种一

亩，也就是辛苦10多天，犁田都是用机
器。”赵永桂一边插着秧苗一边告诉记
者。

赵永桂说，2017年东西部扶贫协
作项目——稻渔（虾）产业示范园落地
实施后，同样一块水田，竟然有两样收
获。“以前单卖稻谷，除去人工、种子、
肥料等成本外，几乎不赢利，现在多了
一项收入，鱼苗、肥料等都是项目补
助，昭化区农业农村局的专业技术人
员除了现场培训，还上门指导、送养殖

资料等，自己不用担心病虫害等，只出
人工……”

“待秧苗插完，一周后定型，就放
鱼苗。”赵永桂说，鱼与水稻是一种相
互依存的生长模式，稻田能提供杂草、
稻花和虫子给鱼取食；而鱼又能为稻
田清除杂草和病虫，达到相互促进生
产的效果。稻田不施用任何化学合成
的农药和肥料，鱼和水稻都是纯正的
有机无公害绿色食品。

每到农历的冬、腊月，农村是空闲
时间，但赵永桂却忙着卖鱼，头天下午
将 80斤鱼从田里捞起来，用塑料桶装
好，装上增氧机，第二天凌晨 5时从家
里出发，7时30分左右就能到达卖鱼地
点。

苍溪县龙王镇，旺苍县嘉川镇三
房沟、陈家岭煤矿、白水煤矿的农贸市
场等地都是他卖鱼的地方，最贵时卖
15元/斤，最便宜时也卖10元/斤。

2017年，赵永桂卖鱼2000斤，收获
2万余元；2018年，卖鱼2600斤，收获3
万余元。

“今年的秧苗全部栽成宽窄巷，更
有利于稻谷和鱼生长，今年至少有鱼
3000 余斤，卖 4 万元没问题，再加上
3000斤稻谷，这日子有法过了。感谢
浙江的亲人们，稻渔养殖为我们带来
了新生活！”赵永桂说。

“感谢浙江亲人，给我们带来新生活！”

本报记者 刘怀英

开着三轮车在田野间奔跑运输秧苗，10
余名村民在秧田里插秧，旁边的育苗池里鱼
苗也正加快生长……端午节前后，浩翔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冯连春忙得不可开交。

尽管忙，但昭化区磨滩人冯连春觉得很
充实，因为这是他“稻渔梦”实现的图景。

一个电视节目 引发“稻渔梦”
70后的冯连春，在广东打过工、经营过

砂石，但终未如意。
2017年夏天的一天中午，刚吃完午饭的

冯连春打开电视，CCTV-7频道正在播放湖
北武汉一家两层酒楼，每天的香辣小龙虾卖
8000斤左右。

“这家酒楼生意太好了，主打香辣小龙
虾，中午晚上顾客爆满，还排着长队等候
……”冯连春说，“自那以后，我就萌生了养
殖小龙虾的想法。为此，我专门买了相关资
料进行学习，并专门到成都、重庆、江油等地
考察，请昭化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们帮忙策
划、指导。”

在昭化区，知道稻渔的人多，但知道稻
虾的人不多，冯连春成为昭化区第一个规模
化种养者，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经过充分准备后，冯连春2017年投入50
万元，流转了昭化区王家镇红庙村一、二社土
地170亩，进行稻渔（虾）养殖；2018年投入65
万元，承包了磨滩镇金包村的160亩水田……

“一是水资源丰富，二是田埂要宽，三是
要粘性土，所以选环境非常关键。”冯连春
说。为了选址，他跑了昭化区的虎跳、清水、
丁家等乡镇，最后昭化区农业和农村局的专
家们给他推荐了王家镇和磨滩镇。

2020年 330亩稻鱼虾将获200万经济效益
亲戚朋友都觉得冯连春很傻，把金钱和

精力投入到风险高、收益低的农业上。可冯
连春却象着了魔，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
一门心思扑在土地上。每天都能看见他开
着三轮车在狭窄的田间小道上转悠，本就黝
黑的皮肤，晒得更黑了。

冯连春算了一笔账：和一般的水稻种植相
比，通过养鱼除草，节约近三分之二的人力成
本，去年王家镇170亩水田除去稻沟还剩100
亩，收稻谷3万斤，磨成稻米1.6万斤，按20元/
斤计算，稻米卖出32万元，稻米价格在以前的
基础上翻了5倍。去年，共收稻鱼8000斤，按
12元/斤计算，近10万元；放了12万元的虾苗，
如今已纷纷上市，最高可卖30元/斤。“2020年，
稻鱼和稻虾将达高产期，王家镇和磨滩镇330
亩水田，将产生200万元的经济效益。”

“从土地上‘种’出来的200万，比做生意
赚的钱更有满足感和喜悦感。”从小在农村
长大，让冯连春对农村和农业怀着一份特殊
的情感。

“有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稻渔（虾）
产业示范园的支撑，力争3年内将金包村打造
成全区虾苗种基地和垂钓、休闲的旅游胜地，
目前正在修建万田稻米加工厂。”谈到今后的
发展，冯连春充满了希望。

稻渔双丰收“钱袋鼓”

3年1200万

助力昭化稻渔发展
近年来，特别是2016

年以来，昭化区充分学习
借鉴浙江省丽水市青田
县“稻鱼共生系统”经验，
通过落地实施浙江省龙
泉市稻渔（虾）产业示范
园 建 设 项 目（2017 年 至
2019年，共1200万元），积
极对山区稻渔综合种养
发展新路径进行探索实
践，制订并发布《山区稻
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市
级标准，建成东西部扶贫
协作标准化稻渔综合种
养核心示范区5000余亩，
带动区内 10 乡镇 2145 名
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人均
增收5000余元。

以稻渔（虾）产业示
范园建设项目为示范带
动，昭化区成功创建国家
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
和全国青少年儿童食品
安全示范基地，跻身全省
22 个稻渔综合种养重点
县 ，昭 化 稻 渔 米 荣 获

“2018年度全国稻渔综合
种养优质渔米评比金奖”

“2018年全国绿色农业十
佳粮油地标品牌”。

目前，昭化区累计推
广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面
积 2.5 万余亩，新增纯收
益4000余万元，成功实现

“亩产 900 斤优质稻，200
斤生态鱼”，产出的优质
稻谷单斤售价平均达到2
元/斤，比传统稻谷提高
56%，带动贫困人口户均
年增收5000余元。

（记者 唐彪）

（4）

有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的支持，昭化区群众发展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的积极
性更高。图为6月5日昭化区群众在“芒种”前抓紧插秧。

稻渔共养稻渔共养 田间田间““扬帆扬帆””

5月10日，两名村民在位于昭化区磨滩镇的浙江省扶贫协作稻虾产业示范园里清理杂草，为投放虾苗等作准备。

昭化区“割稻捞鱼”农耕体验活动现场。（本报资料图）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唐彪摄

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进一步确保了公益性事业的开展（6月5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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