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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介绍了广元市昭化区稻渔综合种养发展的现状,根据昭化区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以期加快全区乃至

全市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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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是将稻田种稻和养鱼(虾、蟹、鳅)有机结合,发挥

水稻和鱼的共生互利作用,从而获得水稻和鱼双丰收。稻渔综合种养对提

升稻米品质、拓展水产养殖空间,推进稻渔转型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昭化区稻渔综合种养发展现状 

昭化区稻渔综合种养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稻田养鱼发展而来,由

于模式简单,管理粗放,没有成套的种养技术,效益差而被淘汰。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的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蓬勃发展,突出强调了

以“稳定水稻”为目标,兼顾渔业增收。自2014年全省大力发展稻渔综合

种养以来,我区结合山区实际,因地制宜,大胆探索稻渔综合种养新技术新

模式,实现“亩产千斤粮,亩增千元钱”的稻渔综合种养“双千”工程。2016

年开始,结合“山区稻渔综合种养研究与应用技术”项目的推广,探索出了

山区稻渔发展新路径,实现了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综合效益。 

1.1集中连片,配套发展 

以“成带连片,万亩示范”的发展思路,以昭化区万田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牵头建成王(家)磨(滩)片万亩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1个,实行保护价

“订单”收购,注册了“王家”贡米品牌,同时在稻渔基地的磨滩镇金宝村

配套建成优质大米加工厂一处,年加工稻谷能力达3000吨以上,在晋贤、清

水、梅树等乡镇建立了千亩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6个,百亩稻渔综合种养

示范基地80余个,至2019年底,全区累计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10余万

亩次。通过规模化开发,集约化经营,将山区下湿田传统的一季稻种植变为

稻鱼、稻虾等多元种养,达到一水两用、稻渔双收。初步形成了规模化生

产、品牌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的新格局。 

1.2技术配套,绿色高效 

坚持“稳粮增收、以渔促稻、以稻护渔、生态环保”的发展理念,推

进生产方式由简单粗放向绿色高效转变,推行鱼虾田间捕食害虫、清除杂

草、鱼粪肥田的绿色高效生产方式,改善稻田生态环境,提升稻渔品质。大

力推广优质高抗品种、太阳能杀虫灯、性诱剂释放等物理及生物措施防控

水稻病虫害,化学农药基本实现“零”施用,稻虾鳅等产品正在申报有机产

品转换认证。 

1.3模式多样,规范种养 

以稻鱼共生为主导,稻虾、稻鳅等多种综合种养模式协调发展。一方

面进行了田内生态种养结合、田内与田外苗种培育结合的“两个结合”稻

渔种养发展新模式。在稻田内沿田埂开挖占稻田面积10%左右鱼沟、鱼凼,

在田外每100亩稻渔基地配套建设10亩苗种繁育池塘,将田内种养与田外

水产苗种就地繁育相结合,确保下田水产苗种的就地繁育、就近投放,解决

了山区稻田相对分散、外购苗种下田成活率差的问题,体现了山区稻渔综

合种养的区域特色。另一方面在国内率先公开发布了《山区稻渔综合种养

技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新规范。一是将田埂统一加高至60－80cm,水稻

收割时留茬30-40cm,稻田再蓄水30cm,推进田内秸杆转化成鱼类饵料生物,

延长田内水产品生长期3—6个月；二是在水稻栽培前15天增大肥料施用量,

亩施用150kg有机肥和30kg水稻专用肥,为稻田提供丰富的有机质；三是在

顶宽2.5—3m、底宽1.2－1.5m、深1.2－1.5m的占稻田10%面积的鱼沟内,

增设低于鱼沟40－50cm面积占鱼沟面积10%砖砌小型鱼凼,便于田鱼起捕；

四是通过轮作换茬、合理密植、增施钙肥与硅肥、设置太阳能频振式杀虫

灯等农业措施防治水稻病虫害；五是将绿色水稻栽培与稻田水产品养殖有

机结合,统一种植旌优127、宜香优2115等国标二级及以上优质水稻,结合水

产品养殖投喂全价配合饲料,鱼、虾、鳅粪作为水稻有机质来源和养份,改 

艺师其自身本就掌握比较丰富的种植知识和经验,能够为农民的农作物种

植提供很多新的方法和技术,这对提高农业种植的技术和水平有很大的帮

助,能够帮助农民掌握有效的种植技术,树立科学种植的思想和意识,对提

高农业种植的产量和效率有重要的帮助,有利于增加和提升农民的收入,

改善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活质量。 

3.6改善农村经济结构 

农村的自然环境相比较于城市来说要好很多,这刚好为农艺师工作以

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捷,农艺师可以指导农民掌握科学有效的种植

方法和技巧,利用这些优势可以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推动农村种植

业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比如说生态园、采摘园以来观光园等,这样一来,农

艺师工作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也充分的发挥了农村的优势,实

现了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 结语 

在现代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农艺师的工作重要性和意义日益突出。农

艺师的工作是为了美化城市和乡镇自然环境,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清

新、干净的空气,减少空气中的悬浮颗粒以及噪音,通过在乡镇建设绿色园

林和绿色农场,还能有效地带动乡镇的经济发展,从侧面增强人们的环境

保护意识。因此,人们要积极提高自己的环境保护,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下

一代创造美好的环境。农艺师是城市的清新剂,是乡村的化妆师,农艺师工

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青山绿水,更是在未来的生活中留下了

宝贵的印记。我们要培养环保意识,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个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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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稻田水质,提升了稻米品质,实现了渔稻互促、一田双收。 

1.4稳粮增收,效益明显 

通过稻渔综合种养所生产的优质稻谷售价达到4元/公斤以上,比传统

稻谷提高了70%左右,水稻平均亩产达500公斤,水产品平均亩产达100公斤,

其小龙虾平均单价达40元/公斤,黄颡鱼单价达25元/公斤。稻渔综合收益

突破了4000元,实现了稻渔双丰收,经济效益好。水产品为稻田起到了松

土、增加通透性、吃食幼虫和虫卵,水产品的排泄物作为水稻 佳的有机

质和养份来源,大幅度减少了病虫害,可减少农药使用量68%左右,减少化

肥使用量50%左右,实现了农药化肥的零增长,其生态效益佳。 

1.5品质优良,品牌突显 

在开展稻渔综合种养的同时,结合施用微生物菌肥和向水稻喷施富含

有机硒、锌、钙等叶面肥,生产富硒、富锌、富钙功能性大米,经四川省农

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检测,其重金属含量检测值远低于国家标准

(GB2762－2017),大米中微量元素硒、锌、钙的含量达到了较高的标准,

其硒含量0.8mg/kg、锌含量11.8mg/kg、钙含量64.6mg/kg(《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标准值分别为：硒≧

0.15mg/kg、锌≧10mg/kg、钙≧40mg/kg),所产“王家贡米”营养价值高,

品质优良,属于功能性农产品,获得2018年度全国稻渔综合种养优质米(籼

米)金奖,远销国内外。 

2 昭化区稻渔综合种养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昭化区是广元市粮油主产区之一,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前景广阔,潜力

巨大。本着稻渔结合、绿色高效的发展理念,坚持稳粮增收、生态优先的

原则,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依托科技推广、品牌创建、长效机制为主线,充

分发挥水稻种植、水产养殖优势,着力加强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建设,

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构建稻渔综合种养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2.1提升稻渔综合种养科技含量 

整合水稻、水产、农机及网络等相关行业产学研推资源,加强与四川

农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合作,建立稻渔综合种养产业技术联盟。加强稻

渔综合种养生态机理、技术模式优化创新研究,以现有稻鱼、稻虾、稻鳅

为基础,试验示范推广稻鳖、稻蟹、稻蛙等综合种养模式及技术规范。全

面推行“技术专家+核心示范户+示范区+辐射户”的技术培训和推广模式,

建立健全区、乡、村三级稻渔产业服务体系,着力解决产业间支持、合作、

协调、融合的生产和技术问题,加快推进山区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成果的推

广应用。加强稻渔新品种选择、水稻直播、机械插秧、配方施肥、绿色防

控、科学饲养等各环节的有机融合,大力推动远程诊断、智能防控、灾害

预警等智慧农业新技术在稻渔综合种养上的应用,提高稻渔综合种养的标

准化、智能化水平。 

2.2开展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建设 

以王(家)磨(滩)片为重点,向双凤和滨湖农业园区辐射,结合高标准

农田建设,创建稳产高效、生态循环、设施先进、标准规范、特色鲜明的

稻渔综合种养“百亩为起点、千亩示范片、万亩示范区”基地,打造集中

连片、规模发展的新格局。建立集研发、培训、示范、推广为一体的稻渔

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发挥示范基地引领作用,带动全区适宜地方发展稻渔

综合种养。 

2.3加强稻渔综合种养品牌创建 

引导专业合作社、王家贡米协会、山清米业等组织参与稻渔品牌创建,

把“王家贡米”“昭化小龙虾”打造成具有昭化特色的优质安全的且在省

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稻渔品牌,提升稻渔综合种养效益。开展稻渔

综合种养“三品一标”认证,严格投入品使用,强化源头管理和质量追溯,

提升稻渔综合种养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多措并举加强稻渔品牌宣传,提

高市场认知度和美誉度,努力提升昭化稻渔品牌价值效应。大力发展稻渔

产品电子商务,拓展产品营销网络,扩大稻渔综合种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2.4建立稻渔产业发展长效机制 

健全政策、资金扶持、种养主体机制,掀起稻渔综合种养热潮。首先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区政府出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的奖励政策,将稻渔综

合种养纳入粮食、渔业绿色产业重点支持范围,结合东西部扶贫协作、植

保示范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良种繁育、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项目给予

支持,进行基础性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推广；其次加大资金融合力度。采

取“政府补、企业投、群众除”的融资方式,除项目资金扶持外,大力引导

社会资本进入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形成财政投入为引导、专业合作社和农

民投入为主体、金融信贷投入为支撑的多元化投入格局；三是加大农旅融

合力度。以“稻香鱼跃,醉美昭化”为主题,结合农民丰收节,开展形式多

样的“浑水摸鱼”“打谷抓鱼”等活动,深挖稻渔综合种养生态价值和文化

价值,开发休闲农业、稻渔文化和乡村旅游,着力打造有机稻和生态渔,把

稻渔综合种养基地建成休闲、垂钓、餐饮娱乐三位一体的农家旅游区,与

美丽乡村建设相融合,建成川北 美渔村,吸引各地游客旅游观光；四是加

强经营主体的培育。结合国家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把适合条件的基地农民

培养成有技术、能生产、懂管理的稻渔综合种养生力军,让他们成为稻渔

综合种养的生产主体,同时鼓励农户将承包经营田采取转包、出租、入股

等方式向稻渔综合种养经营主体流转,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培育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龙头公司等稻渔综合种养生产企业主体；五是加大宣传报

导力度。及时总结提炼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微信、QQ等媒体,

大力宣传稻渔综合种养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典型事例,营造良好的稻渔

综合种养发展氛围,推进稻渔综合种养的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桂芳,甘江英.乡村振兴战略下稻渔综合种养休闲化发展对策[J].

渔业致富指南,2018,(13):13-16. 

[2]常悦 ,张瑞雪 ,袁海延 .浅谈稻渔综合种养技术[J].农技服

务,2017,34(16):115+125. 

[3]张显良.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助推渔业转方式调结构[J].中国水

产,2017,(0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