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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在田中长，蛙在稻间叫
“蛙稻共生”带动经济生态双赢

稻在田中长，蛙在稻间叫。10月12日，在新洲区汪
集街道洲上村生态稻蛙养殖基地，放眼望去，40个稻蛙
池内，水稻已接近成熟等待收割，栖息在水稻下的黑斑
蛙生机勃勃，叫声不绝于耳，俨然一幅生态和谐、稻蛙
共生的田园农耕美景。

洲上村党支部书记林先明介绍，所谓“蛙稻共生”，
就是在水稻田中引入蛙类，利用其天然捕食能力控制
害虫数量，同时蛙类的排泄物又能为水稻提供有机肥
料，促进稻谷的生长和品质提升，从而减少稻田中农
药、化肥的使用。这种生态循环的种植模式，既保护了
环境，又降低了生产成本。稻田蛙还是人们餐桌上的
美食，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为农民增收。

据了解，洲上村由 17 个自然湾 19 个村民小组组
成，人口2634人。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林先
明和村“两委”班子一直在琢磨，如何让村里有限的土
地资源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

“村里有位叫余清平的农户，近年来从事稻蛙养
殖，收益很可观。经过调研和多方学习，我们和村民共
同研讨，觉得稻蛙养殖是可行的，并专门派人到外地学
习稻蛙养殖技术。”林先明说，在新洲区民政局驻村工
作队和汪集街道的支持下，去年2月，村集体筹资80万
元，建成占地53亩、有40个稻蛙池的洲上村生态稻蛙
养殖基地。基地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稻蛙池每亩获纯
利逾万元。

寒露过后，天气转凉，在养殖基地，不少青蛙已钻到田
边松软的土层里，眼睛微闭，俨然一副要渐渐入眠的样子。

65岁的余清平正在稻蛙池边忙碌着。这位有着25
年党龄的老党员，从2018年开始从事稻蛙养殖，他家占
地13亩的稻蛙田每年总收入可达30万元。听说村集体
要建稻蛙基地，他主动将自己积累的种养经验毫无保留
地贡献出来，并接受村里邀请，担任基地技术顾问。

“一只青蛙可产1500—2000个卵，成活率高达70%，
繁殖力非常强。天气一冷，青蛙就会进入冬眠。冬眠
前，青蛙肚子会积累大量脂肪。”余清平随手从池边松土
里捧出一只肚子圆鼓鼓的青蛙介绍说，青蛙脂肪是炼蛙
油的原料，蛙油可卖到每斤200元，经济效益非常高。

“水稻种植：育秧，4月15日；插秧，5月25日至30
日，行距0.8米，棵距0.7米，全过程不打药，不施肥；收
割，10月1日左右……黑斑蛙养殖：分为投苗准备期、
投苗及管理、幼蛙训喂、日常管理4个部分……”这是基
地关于稻蛙的种养殖安排。说起种养技巧，余清平随
手拈来：“水质比较关键，稻蛙池内不能用普通的河水，
要用井水或者泉水，为此我们专门在田边打井供水。”
余清平指着基地一处污水处理设备说，稻蛙池产生的
污水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确保田地生态环保。

“稻蛙共生”生态立体循环农业，重构了“蛙吃虫、
稻遮阴、蛙供肥”相互供给的稻田生态系统，在这种模
式下种植出的水稻，无需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更符合
现代人对绿色、有机食品的追求。这种新模式的推广
不仅为农民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道路，也为消费者带
来了更加健康、安全的粮食产品。

“但村里的稻蛙养殖也面临不小的风险。”林先明
说，“最致命的风险就是蛙病，一旦大面积传染，就会造
成不小的损失甚至亏损。另外，青蛙收购价的浮动，也
对收益影响较大。”

“稻蛙死亡率一般要控制在3%以内。”余清平介绍，青
蛙也会患上各式各样的疾病，如蛙肠炎、软腿病等，特别是
一种叫“歪白病”的传染病，死亡率极高。“在种养过程，稍
微哪个环节没有做到位，就极有可能导致蛙病的产生。”

“我们通过调研和学习，准备与华农专家合作，积
极利用‘蛙稻共生’模式，改‘稻蛙养殖’为‘蛙稻种植’，
在‘蛙稻共生’生产中减少青蛙数量和其在经济收益中
的比重，加大优质水稻品种的种植，提高产量，通过‘蛙
稻共生’稻田生态系统，种植出零农药、零化肥、无公害
的高品质水稻。”林先明透露，这种纯生态种植的优质
水稻很有市场，收益可观。

“未来我们洲上村将以蛙稻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
村集体经济，后期我们也将开展蛙稻养植和种苗繁育
技术培训，向周边有意向的村和村民提供种苗和技
术。关键是我们要严格绿色生产标准，打出生态米品
牌。”林先明对此充满信心。

（文/蒋太旭 李永波 刘志耀）

北斗护航，收割机减损率低于5%
一个农机手可同时控制5台收割机作业

可以随时察看土地墒情的监测站，可以远程控制的
灌排闸口，可以无人驾驶的农机，可以自主播撒油菜种子
的无人机，构建出武汉永旺智慧农场极具“科技感”的田
间管理和农机作业体系。作为湖北省首家智慧农场示范
点，位于黄陂区前川街道的武汉永旺智慧农场，围绕数字
农业和智慧农业，实现2万亩水稻程序化、标准化、数字
化稻田耕种管收，成为武汉农业现代化的示范样板。

田里的旋耕机刚“切翻”厚实的土层，无人机马上跟
进，播撒油菜种子……10月15日，永旺智慧农场里，植保
无人机和旋耕机正紧密接力秋播。“今年秋收时，我们利
用遥感无人机在田间提前监测，查看情况。现在秋播，
装备了北斗系统的无人机播撒种子速度会更快，播完1
亩地，连5分钟都不用。”在该基地1000亩智慧“无人农
场”边，农场“00后”技术员陶哲介绍道。

“油菜种下后，我们就靠它们充当我们的‘耳目’。”陶
哲指向田边围栏中树立着的一座白色“小基站”说：“这里
面集中了虫情检测站、气象监测站、5G传感器，组成了
我们田间的智能检测系统。通过液位计、传感器等智能
设备，随时检测土壤墒情、温湿度，经由物联网系统将数
据传输到云平台进行分析，并通过智能闸门来实现同步
精准补水。”陶哲说，“打开电脑，整个流程一目了然。”

无人机也是田间管理的好帮手。陶哲介绍：“无人机
既可以播撒种子和肥料，也可以喷洒农药。载重可达120
斤，可播撒30亩田块，一天作业面积可达500—1000亩。”

“无人机使用了北斗智能导航辅助，能够减少复
播、漏播、错播的现象，节约成本、提高效能。”永旺智慧
农场负责人胡丹表示，智慧化农机设备相比传统农机
效益提高10%—20%，通过平台、数据，进行耕种管收、
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综合种植收益提高了20%。

“我们今年的秋收早在月初就结束了。”稻谷早早
地颗粒归仓，胡丹的脸上透着丰收的喜悦，“和去年产
量持平，今年的各种极端天气对收成影响不大。”胡丹
表示，基地今年从8月21日开启秋收，用时一个半月，
就完成了2万亩水稻田的收割工作，亩产达到1600斤
左右，共计收获稻谷约3200万斤。

“一个农机手可以控制5台收割机同时作业。”陶哲
说，“如果依靠人工收割，一个人至少要2天才能收割完
1亩地，传统农机收割1亩地大约要10分钟，而使用加
装北斗的收割机，不到5分钟就能完成。而且减损率也
更低——传统农机收割减损率在15%—20%，使用北斗
后只有不到5%。”

作为黄陂第一台植保无人机的拥有者，胡丹对数
字化农机生产有着独到见解。目前，永旺智慧农场已
拥有50台北斗智能农机设备，今年又花费200万元采
购了9台新设备。加上每年通过更新最新型号的无人
机和收割机，胡丹始终将智能化生产力保持在最优水
准，并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让强大的农机生产效能
得到充分发挥。“新技术应用初期，价格肯定会高一
些，但我看好农机无人化作业这一趋势，待市场使用
规模扩大后，成本肯定会越来越低。”胡丹说。

“只闻机器响，不见人奔忙。现代农业已经不是低
门槛的行业。”胡丹表示，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打下基
础，高效能的无人化农机生产将成为趋势。今年，胡丹
创立了武汉市陂供腾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整合全域农
机资源，邀约农机手、农机拥有者组成联盟，提供农机社
会化服务。“现在已经有140余名农机手加入，未来跨区、
跨市服务将成为常态，数字化种田将走向更广阔的田
野。”展望未来，胡丹信心十足。 （文/刘帅）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稻虾共作基地形成绿色循环生态圈

10月18日，在江夏区山坡街道胜丰村宁翔生态农
业稻虾共作基地，一眼望去，沉甸甸的稻穗挂满田间，
金灿灿一片，农机人员正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进行收
割。“‘稻虾共作’模式，不仅综合收益高，而且生产全程
无污染、无公害，种出来的稻米外形饱满整齐，口感更
好，营养价值高，养殖出的小龙虾也肉多味美。”丰收在
即，基地负责人严攀心情颇好。

今年35岁的严攀2020年起回乡种粮养虾，新的技
术和模式让他在“乡村创业路”上走得很顺：“稻田养虾
可以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稻虾共作’每亩可产
水稻约900斤、小龙虾约300斤，亩平均效益可达3000
元以上，比单纯种水稻年收益翻番。”这两年，严攀陆续
流转土地200亩发展种植养殖产业，综合毛收入可达每
年40余万元。

收益翻番、产出更好，但“稻虾共作”，小龙虾会不会
破坏水稻正常生长？严攀表示，稻田养虾，虾不离稻、稻
不离虾，小龙虾不仅不会破坏水稻生长，还会让水稻长
得更好。“稻田里养虾是水稻种植与水产养殖的有机结
合。稻田为小龙虾提供天然饵料和栖息地，小龙虾吃掉
了稻田里的害虫，粪便和残饵又为稻田增肥，形成良性

绿色循环的生态圈。”严攀说，“稻虾共作”不仅不冲突，
小龙虾还能主动变成生态稻米质量的一线“把关员”。
小龙虾对农药非常敏感，所以基地日常管理中只会用适
量有机肥，“这种生态稻虾米，市场价格不低，今年我们
水稻还没收获完毕，就有客商来基地预订了”。

最近，严攀正在市政协机关、武汉地铁集团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的协调帮助下，为自家稻虾米注册商
标，走品牌化发展道路。

“随着农资、人工费用上涨，种粮成本有所增加，可
以说，‘稻虾共作’种养结合新模式，更能降低传统种植
效益下降的风险，还能满足市场对于绿色优质农产品的
需求增长，产业前景未来可期。”严攀介绍，他正在联合
山坡街道周边新农人种植示范户结成“新技术交流朋友
圈”，带动更多农户加入到新型稻虾养殖中，利用生态种
养高效模式创造稳粮、丰产、富农、惠民的多赢局面。

胜丰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张利衡表示，将和村“两
委”、街道、市区相关部门共同发力，引入更新模式、更优
业态，为村子注入更强资本、更多人才，让种粮者在家门
口有钱挣、得实惠、有奔头，过上幸福甜蜜日子。

（文/余康庭 汪凤平）

科技是创新农业良法的动力来源。目前武汉
在粮食生产中广泛应用各种良法，助力农民增产
增收、保障粮食安全。

粮食生产中的良法包括新技术和新模式两个
领域。其中，新技术的应用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
粮食增收方面效果显著。

近年来推广的水稻大田直播技术，跳过了育
秧、插秧的环节，种子催芽之后直接在大田里播
种，大大提高了效率，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现在
武汉已经有超过70%的稻田采用了这一技术。

在新模式的推广方面，则更加“百花齐放”。
目前武汉正在推广示范或者广泛采用的模式包括

“稻—虾”“稻—虾—憨”“稻—蛙”“稻—鳅”“稻—

油”等诸多类型。其中“稻—虾”“稻—油”模式的
应用较为广泛。这些新模式在实现生态化种养殖
的同时，大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例如：采用“稻
—虾”模式，1亩稻田在保证正常水稻产量的同时，
还能产出200斤以上的虾，净增收2000元以上，能
够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我们的良法往往是来自于农业一线的生产
实践，经过科学分析提升，形成标准和模式以后，
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正是有了良法的保障，才
能够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保
护和提升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更有力地支撑粮食
安全。

（整理/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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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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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习近平2020年7月在吉林考察时的讲话

良法增收：“一地双收”激发农民种地热情
良种、良田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配合上良法才能发挥更大效能。
良法，是农业现代化的技术途径，既包括先进种植技术的普及，也涵盖科学管理方法的应用；既要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下乡，宣传推广农田种管关键技术，又要加强监测预警和市场

调度，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全年粮食丰收打牢基础。
在武汉，一批先进的共生、轮作种养模式及农业数字化技术正在得到大力推广，农民“多条腿走路”，增收致富路更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