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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减一增两笔账，让江苏镇江句容市天
王镇戴庄村的水稻亩均收益翻了两番。

自从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
所原所长赵亚夫在戴庄推广生态循环模式
种植水稻后，废弃醋糟转化为育秧“营养
土”、紫云英花朵落入泥中成肥料、稻田鸭
除草除虫又松土……16 年间，戴庄村的化
肥年施用量从亩均 160斤直降至零，粮食亩
产量从 600斤增至 1000斤以上，亩均收益由
1500元提高至 6000元左右。

赵亚夫几十年如一日，退休后仍继续
奋战在科技兴农一线，2014年 5月被中宣部
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014 年 12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苏调研时来到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先锋村农
业园，同为这个农业园提供技术服务和领办
支持的赵亚夫亲切交谈。总书记赞扬他做给
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
富，赢得了农民群众爱戴，“三农”工作需要一
大批像他这样无私奉献的人。总书记强调，
农业专家的成果就是要体现在广阔的土地
上，把科研创新转化为实践成果。

成立已 16年的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
农业专业合作社，同样凝结着赵亚夫的心
血。2021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
资源保护总站、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

会发布全国首批生态农场名单，这个合作
社榜上有名。

什么是生态农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今年 1月印发的《推进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
意见》指出：“生态农场是依据生态学原理，
遵循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多样原则，通
过整体设计和合理建设，获得最大可持续
产量，同时实现资源匹配、环境友好、食品
安全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当前，‘三农’
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推进生态农场建设意义重大。”

这份意见明确，到 2025 年，通过科学评
价、跟踪监测和指导服务，在全国建设 1000

家国家级生态农场，带动各省区市建设
10000家地方生态农场。

建设生态农场，戴庄村积极探索，蹄疾
步稳。2019 年 12 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转
发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进
一步推广赵亚夫“戴庄经验”推动生态循环
农业发展的试点方案》，其中提出“建成一批
生态宜居、百姓富裕、经验可复制可推广的
生态循环农业试点示范村和村经济合作社，
提高全省生态循环农业建设水平”。目前，
江苏已建成省级生态循环农业试点村 30个。

日前，记者走进句容，探寻生态农场建
设的戴庄实践。

引

子

■人民眼·乡村振兴新气象⑥R

农民任广明——

“零化肥、零农药、零除
草剂，昔日的低产‘望天丘’
种出高产有机稻”

稻在水中摇，鸭在稻间游。盛夏时

节的戴庄生态农场绿意盎然，鸭群嘎嘎

觅食，水稻抽穗扬花。

“鸭促稻长，稻促鸭肥，一水两用，

一地双收。”站在地头，戴庄村村民任广

明向记者讲起“稻鸭共作”的良性生态

循环：鸭子能吃稻田间滋生的飞虫和杂

草，排泄物就地转化为有机肥料，鸭群

田间穿梭的过程相当于中耕，有利于水

稻根系生长，在加快水稻吸收养分的同

时，还能提升土壤通透性。

59 岁的任广明种了大半辈子地，如

今不再为施肥洒药烦恼。每年 8 至 9 月

是 卷 叶 螟 、稻 飞 虱 等 水 稻 病 虫 害 高 发

期。过去，乡亲们往往天不亮就起来配

农药，背上数十斤重的喷雾器，踩着窄

窄田埂徒步喷洒；每亩还施用化肥 100
斤、尿素 60 斤，不仅气味刺鼻，还影响了

水源。

对于要不要施肥喷药，乡亲们纠结

过。有村民曾尝试减量，结果肆虐的病

虫害导致粮食减产。而长期施用化肥，

易造成土壤板结。此外，农药和化肥的

投入也不低，村里年轻人觉得种地赚钱

不多，纷纷进城务工。任广明也外出跑

运输。2800 多人的戴庄村，常住人口一

度只剩下不足千人，是镇江茅山革命老

区最穷的一个村。

转机发生在 2001年夏天，赵亚夫在江

苏省老区开发促进会组织的一次调研中

来到戴庄。“让最穷的村实现全面小康”，

2002年 1月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

岗位上退下来后，赵亚夫深入戴庄开展志

愿服务，并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

股、不当有偿顾问，通过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带领戴庄走绿色发展之路。

探索循序渐进。赵亚夫先引进了生

长期短、病虫害轻、需肥量少的“越光”稻

新品种，在戴庄试种第一年即获得亩产

500 多斤的收成，加工出的大米每斤售价

8 元，亩均纯收入 2000 元。这令包括任

广明在内的不少村民看到了新品种的广

阔前景，纷纷返乡种植“越光”稻。

为了把分散的农户更好地组织起

来，2006 年 2 月，在赵亚夫主导下，戴庄

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要

走两条路：推广生态农业、保护自然环

境，走绿色发展道路；办好合作社，做给

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

农民富，走共同富裕道路。”赵亚夫说。

走田间、下地头、进农家，赵亚夫结

合戴庄的自然条件，倡导不施化肥施绿

肥的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如今，每年 4
月，一片近 3000 亩的紫色花海便会在戴

庄悄然绽放，这是赵亚夫精选的化学肥

料替代品——紫云英。

“把肥料‘种’在稻田里。紫云英花

开 时 绚 烂 夺 目 ，美 不 胜 收 。 红 花 长 一

寸，抵得一层肥。”赵亚夫说，紫云英具

有共生固氮能力，通过根瘤转化成自身

的氮营养，翻压后直接供给土壤养分，

供后茬作物吸收利用。

据测算，每亩紫云英可产鲜草 4000
至 6000 斤，平均可为土壤提供 6 公斤纯

氮，相当于 24 斤左右的尿素，种植水稻

时，每亩可减少氮肥施用量 20%至 40%。

“零化肥、零农药、零除草剂，昔日

的低产‘望天丘’种出高产有机稻。”任

广 明 说 ，赵 亚 夫 手 把 手 地 带 着 乡 亲 们

干，通过推广醋糟育秧、紫云英绿肥和

稻鸭共作等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戴庄的

化肥年施用量从亩均 160 斤直降至零，

粮食亩产量从 600 斤增至 1000 斤以上，

亩 均 收 益 从 1500 元 提 高 至 6000 元 左

右。戴庄村人均纯收入从 2003 年的不

足 3000 元跃升至 2021 年的 3.75 万元。

规划师赵亚夫——

“山顶育林、山腰栽
果、山脚种粮，构建水、
稻、菜、草、畜于一体的农
业生态系统”

如 今 ，81 岁 的 赵 亚 夫 仍 然 保 持 着

每 周 2 至 3 天 赴 戴 庄 现 场 指 导 农 户 的

习惯。

戴庄地处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全

村 7312 亩耕地中，岗坡地占七成，高低

落差大、土壤瘠薄、灌溉困难。生态农

场如何落地戴庄？赵亚夫用脚步丈量

乡村，用心绘就规划蓝图。

2003 年 10 月，他牵头制定的《句容

市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发展丘陵山区农牧复合

经营，立体种养有机生态农业模式”，以

戴庄村和紧邻国有林场约 13 平方公里

小流域的山、水、林、田、湖作为整体生

态系统开展试验研究。

随着一系列生态农业新技术深入实

施，戴庄的生态系统发生显著变化——

低山陡岗分布着多种生态林树种，

林中鸟类成群栖息，蟒蛇、野猪、穿山甲

经常出没，初步形成了“森林 +野生动

物”的自然林业生态系统；

缓岗坡地分布着 10 多种四季可采

摘的经济林茶果，林下生长着牧草、绿

肥，畜禽养殖大棚散落其间，鸡、鹅在草

丛中自由觅食，牛羊悠闲吃草，“经济林

果+草+畜禽”的有机农业生态系统正

在形成；

水利条件较好的岗坡地和山下的

稻田套种有机水稻、紫云英和黑麦草，

鸭、鹅、羊徜徉其间。通过稻鸭、稻蛙、

稻 虾 共 作 ，形 成“ 稻（菜）+ 草 + 畜 禽

（渔）”的有机农业生态。

“山顶育林、山腰栽果、山脚种粮，

构建水、稻、菜、草、畜于一体的农业生

态系统。”顺着赵亚夫手指的方向望去，

各具特色的农业生态系统交错融合在

一起，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丘陵山区小流

域生态景观。

“ 立 体 生 态 系 统 有 效 恢 复 了 生 物

多 样 性 ，改 善 了 水 质 和 土 壤 。”赵 亚 夫

说，戴庄村土壤有机质含量大幅提高，

稻田里发现了野生娃娃鱼等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群落，鸟类、蜘蛛、蛇类、蛙类

多 了 起 来 ，水 稻 和 果 树 虫 害 及 田 野 鼠

害 等 显 著 减 轻 ，繁 多 的 生 物 种 类 构 成

了 复 杂 的 食 物 链 ，区 域 生 态 系 统 循 环

能力不断增强。

据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调查，戴庄村的稻田中夏季发现动物 10
纲 31目 127种，比邻村稻田高出 6.4倍。

技术员王忠立——

“村里有了亚夫团队工
作室，生产一线传帮带，田
间地头做实验，带动科技下
乡、人才下沉”

盛夏的戴庄农场暑气蒸腾，育秧大

棚内的温度计针尖指向 60 摄氏度。

豆大的汗珠顺着赵亚夫额角往下

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自动插秧

机，伴随一阵“咔嗒咔嗒”的机械声，先

后向秧盘内的钵孔里投基质、摆种子、

覆土层、洒清水。待秧盘被整整齐齐码

好后，赵亚夫随即招呼技术员王忠立，

将一层膜铺在秧盘表面。

指着一丛丛鲜嫩的秧苗，王忠立说，

钵苗育秧耐高温，秧苗长得高又壮。目前

戴庄村有 3座占地面积共计 15亩的育秧大

棚，可容纳育秧盘 1.1 万个，培育秧苗近

500万棵。“相较于空间小、食物少、周期短

的地毯式育秧，钵苗育秧法让秧苗住上了

‘小公寓’。过去秧苗生长至 8厘米高即需

插秧，如今可生长至 15厘米高再移栽。”

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王忠立，

2013年作为大学生村官被选派至戴庄，这

项钵苗育秧法便是赵亚夫手把手传授给

他的。在试验过程中，王忠立创新基质配

方，最终取代了化肥和农药。起初，他尝试

使用醋糟肥作为基质配方，却未能实现保

水；第二年，增加一半细土，虽固住了水分，

却造成土壤流失；第三年，改用一半醋糟肥

加一半秸秆炭，终于实现了水土平衡。

攻克技术难关，考验一个接一个。

育秧期间，王忠立和任广明守在育秧大

棚中观察秧苗生长，然而种子迟迟未能

发芽。赵亚夫获悉后第一时间赶来查

看，原来，育秧的最佳温度通常在 25 至

35 摄氏度，彼时大棚内的温度超过 40
摄氏度，晚上又降到 20 摄氏度以下，温

差大造成秧苗损伤。

如何克服昼夜温差大？在赵亚夫启

发下，王忠立想起了大学期间做实验使

用的一种膜，有光照时能降低透光率，无

光照时可避免热量过快流失，实现白天

降温、晚上保温的效果。铺上膜试验，果

然有效。盛夏期间，大棚内温度高达 60
摄氏度，膜下的种子生长环境温度依然

保持在适宜区间。

“新技术，促增效。”王忠立说，实施

钵苗育秧法后，育秧时间延长至 7 月，为

种植再生稻抢出了时间。

“村里有了亚夫团队工作室，生产一

线传帮带，田间地头做实验，带动科技下

乡、人才下沉。”王忠立说，亚夫团队工作

室于 2018 年 5 月在戴庄揭牌成立，赵亚

夫担任总顾问。在此基础上，镇江市农

业科学院等单位的 38 名农业专家跟进

发起成立了亚夫团队工作室科技兴农青

年集体，王忠立被吸纳为其中一员。

“以农技专家领衔，以青年农科人

员为主力，致力于把科研创新转化为实

践成果。”王忠立说，亚夫团队工作室科

技兴农青年集体的平均年龄为 35 岁，带

动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广阔农村。目

前，亚夫团队工作室已培育出农村科技

人才 1200 名，为句容市 100 多个农村合

作社提供技术支持。

村党委副书记李有意——

“农业专家送来技术服
务，帮乡亲们挑上农业现代
化的‘金扁担’”

一次插秧，两季收获，割完一茬再

长一茬——这不是韭菜，而是赵亚夫在

戴庄规模化推广试种的再生稻。戴庄

村党委副书记李有意抬手指着眼前这

片稻田说，今年戴庄村的有机再生稻田

种植面积已增至 1000 亩。

“再生稻”何以再生？背后倾注了

赵亚夫多年的努力。赵亚夫当年在研

究引进“越光”水稻品种时，偶然发现田

头上两株收割后的水稻仍在结穗，这引

起了他的持续关注，历经反复试验最终

探索出大棚钵苗育秧技术和再生稻植

栽技术——每年 4 月栽秧，8 月收第一茬

稻时，只剪稻穗不割秆，亩产 700 斤；之

后稻秆继续生长，10 月收第二茬，亩产

300 斤。在赵亚夫指导下，戴庄村在育

秧、施有机肥、田间管护过程中探索出一

系列技术，成为句容市再生稻种植基地。

走进稻穗过膝的稻田，赵亚夫在李有

意的陪同下边走边看，这是每个月例行的

田间巡查。烈日当头，阳光正盛，赵亚夫突

然停下脚步，示意李有意将脚下一株稻子

连根拔除。原来，这种名为红稻的野生稻

比正常的再生稻叶片宽，结穗粒更大，影响

稻米品质。如果一锅饭中混入十几颗野

稻子的米，饭就会变黑，赵亚夫当即嘱咐李

有意在日常巡查中多加注意。

传统收割机收割头茬水稻过程中，

常对稻桩造成不同程度碾压，影响第二

季再生稻产量。为降低再生稻收获碾

压率，解决再生稻头茬收获留桩倒伏问

题，赵亚夫协调镇江市农业机械技术推

广站和江苏大学，依托江苏省现代农机

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再生稻高效

低损智能化联合收获关键技术与装备

研 发 ”，开 展 联 合 攻 关 ，研 制 出 一 种 高

效、低损、智能化的再生稻联合收获机。

去年 8 月，江苏大学捐赠的两台低

碾压率再生稻联合收获机在戴庄村正

式投用，通过增加幅度、缩窄履带、降低

留 桩 ，对 稻 田 的 碾 压 率 降 低 至 20% 以

下，可提高再生稻产量 25%。

“ 农 业 专 家 送 来 技 术 服 务 ，帮 乡

亲们挑上农业现代化的‘金扁担’。”李

有意说。

据了解，赵亚夫团队累计推广农业

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面积已达 350 多

万亩，给 16 万户农民带来 300 多亿元直

接收益。

合作社理事长姚伟超——

“精心育品牌，抱团闯
市场，有机农产品从田间地
头直供餐桌”

皮薄、肉厚、籽少的圆白茄子，酸甜、

多汁、软糯的沙瓤西红柿……这些在戴庄

栽培近百年的传统优质蔬果品种，如今悄

然摆上了南京的各大超市货架，去年还登

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单，引发广泛关注。

拿起一个熟透的沙瓤西红柿，戴庄村

党委书记、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姚伟超轻轻一撕即露出果肉，汁水则顺

着指缝溢了出来，口感如同沙瓤西瓜。然

而，由于保存时间较短、运输期间易磕碰，

采购商的收购意愿并不高，甚至连种子公

司都不愿储存这类品种的种子。

“中间商的采购意愿低，不能阻挡我

们让老味道走近消费者的步伐。”姚伟超

说，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近年来广泛

对接各大经销商，直接与生鲜超市签订了

“定植包销计划”，探索出按季节以销定产

的合作模式，收储期大幅缩短，农户只需要

种出符合标准的农产品，采摘后即可直供

商超货架。2021年，戴庄村亩均蔬菜纯利

润达 5000元以上，供应品类超过 40种。

一 家 一 户 谈 合 作 ，效 率 不 高 怎 么

办？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引入镇

江市亚夫兴农股份有限公司，与银行和

保险公司开展合作，通过积分兑换农产

品的形式，将一大批中高收入商务人士

纳入目标客户人群。目前，亚夫兴农股

份有限公司已有 2 万名个人会员、1000
余家单位会员，覆盖镇江 25 个村、309
个经营主体的有机农产品。

“精心育品牌，抱团闯市场，有机农产

品从田间地头直供餐桌。”姚伟超说，合作

社所得利润的 80%返给农户。目前，戴庄

全村 866户有 812户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

入合作社，全村务农村民全部加入合作社。

《进一步推广赵亚夫“戴庄经验”推动

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试点方案》提出，试

点村所在乡镇引导试点村党支部及农民

建立健全村经济合作社，建立“村社协同”

等相关制度，明确经济合作社负责发展经

济，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统一服务。

“合作社社员和村集体的增收后劲十

足。”姚伟超的自信颇有底气：戴庄有机农

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以来，村集体经济收入

从负债 80 万元逐步提高到年收入 400 多

万元，村集体固定资产达 2000万元。在有

机大米加工厂的基础上，2018年又办起了

有机茶叶加工厂和农机服务站，与省级龙

头企业合作的果品蔬菜加工厂、有机米制

品、米酒加工厂及观光农业项目也已投产。

题图：戴庄村丰收景象。

戴遐宁摄（人民视觉）

图①：任广明在查看稻粒。

戴遐宁摄（人民视觉）

图②：赵亚夫（右）与技术员王忠立

在查看西红柿的生长情况。

梁永华摄（人民视觉）

图③：戴庄村新貌。

梁永华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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