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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 渔 共 生 ” 这 种
生态种养模式，在中国
南方一些地区，已有上
千 年 的 历 史 传 承 。 然
而，想在黄土高原打造
出 一 番 鱼 米 之 乡 的 盛
景，简单复制粘贴，很
可能水土不服。宁夏贺兰
县“稻渔空间”的探索之
路，则为当地开拓以生态
循环为基础的现代化农
业，做出了有益尝试。

从抬土降盐，到蟹、
鱼、鸭入田，再到自产有
机肥的节水生态循环系
统，“稻渔空间”的发展
之路充满了坎坷，但其所
走的每一步都踏在了生态
循环、可持续发展的鼓点
上。在这里，稻田为鱼、
蟹、鸭提供了丰富的食
物，鱼、蟹、鸭则为稻田
清除虫害和杂草，减少了
农药的副作用；反过来，
鱼、蟹、鸭的粪便又为稻
田的生长提供有机肥料，
减少化肥的使用，使得土
地不被污染板结。稻、
蟹、鱼、鸭等和谐共生，
昆虫、杂草和粪便都成了
可利用的天然资源，一切
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
去。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摸
索，一水多养、一田多
产、循环利用的模式不仅
成功改善土质，节约了用
水量，更把可持续性生产
做成了一幅摆在众人眼前
的真实效果图。

要 做 好 现 代 化 农
业，衍生产业链、推动
三产融合发展是题中应
有之义，其中，生态和
经济效益双赢实现循环
可持续发展是关键。“稻
渔空间”通过对原有稻
田、鱼塘及田园景观重
新 规 划 设 计 ， 整 合 农
业、渔业、休闲旅游各
类资源，形成了跨产业
的生产和经营模式，开
拓 出 更 广 阔 的 发 展 空
间。真材实料的有机大
米价格比原先翻了5倍以
上，从根本上让农民收
入有了保证。鱼、蟹、
鸭不仅仅是生态循环中
的重要环节，也是旅游
观光的最佳“代言人”，
更成了帮助当地农民多产、多收的有效途
径。万人追捧的观光农业，千人受益的农田
学校，百人参与的“粮食银行”、合作社，让
农民们愿意留在家乡，奉献于此，受益于此。

采访中，“稻渔空间”经营者赵建文时
常重复一句话——“不论稻子、鱼鸭，还
是水和土壤，都有自己的脾性，你要了解
它们，顺应它们，为它们找到最合适的发
展环境，它们才会为你所用。”朴素的表达
背后，是一种注重自然、生物与人协同共
生的发展理念。也正因如此，“稻渔空间”
才得以在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的浪潮中奔
涌而出，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使当地的
经济发展潜力得到释放、生存环境得到优
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从开拓以生态循环为基础的现代化农
业 ， 到 推 动 三 产 融 合 ， 拓 展 农 民 增 收 渠
道，“稻渔空间”的成功，既是对“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好注解，又反映
出解决问题必须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科
学精神。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美丽乡村，
只有做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追求绿
色 发 展 繁 荣 ”“ 追 求 热 爱 自 然 情 怀 ” 与

“追求科学治理精神”相统一，才能筑牢
生态文明之基，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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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画稻田上作画稻田上 除草鸭蟹忙除草鸭蟹忙

““稻渔空间稻渔空间””融出农业新天地融出农业新天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增辉李增辉 刘刘 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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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多用、一水多产

贺兰县地处宁夏北部引黄灌区核心地
带，得黄河之利，98%的农田为自流灌溉。
然而在“稻渔空间”经营者赵建文心里，怎
样用好黄河水，种好宁夏大米，有着更加精
细的盘算。

2012年，从事大米加工销售小有所成的
赵建文，发现市场上高端有机大米的价格远
高于自己从农户手中收来的普通大米。赵建
文开始翻阅资料，四处打听。“搞现代农业，
种植有机大米，不仅收入高，也更有利于自
然环境，适合循环发展，有前景！”于是，赵
建文在家乡四十里店村以每亩800元的流转
费用陆续流转土地，建起水稻种植基地，还
成立了合作社。

过去，四十里店村虽然也有种稻的传
统，可田地里远不是如今这般光景。由于地
下水位浅，土地盐渍化严重，种出来的稻米
产量低，品质欠佳，农户们每亩地一年的收
入也就七八百元。一心想带着乡亲们种出好
米的赵建文从此跟这块地较上了真。

先是把原本小块地变成了平坦的大块
地，保证稻田处处有水，也适合大规模机械
化作业。为了治理土壤，在稻田四周挖了边
沟，同时把田抬高，使地下水下降，减轻返
盐现象。想要种出高端有机大米，就要摒弃
化学除草剂等惯用操作模式。在水产专家的
帮助下，赵建文用每亩100余元的价格买来
蟹苗放进田中，想着利用螃蟹帮忙除草。可
事与愿违，放进稻田的螃蟹犯了懒，躲进水
里不干活，而且因为宁夏气温低，螃蟹长得
慢也卖不上价，成了鸡肋。

仔细请教专家并外出学习之后，赵建文
得知，原来是螃蟹在边沟里待着太舒服，不
愿到田里去干活。次年，赵建文根据专家建
议把沟挖深，又请来了鱼帮忙，螃蟹为了防
止鱼伤害自己，只得从边沟跑出来，躲进稻
田之中。经过这一番改进，螃蟹开始除草
了，个头也从1两多长到了4两多。

一地多用、一水多产的模式让赵建文渐
渐尝到了甜头，他谋划着，在供水不太好的
田块中，也找些小帮手来除草。这一次，他
请来了体积矮小的四川麻鸭。养上鸭子之
后，赵建文还发现了另一个好处，在田间来
回穿梭的鸭子不仅吃草，还吃小虫和田螺，
促进了稻田的通风环境，从而减少了水稻的
各种病虫害。就这样，3000亩地的生态系统
逐渐恢复起来，稻、蟹、鱼、鸭立体种养的
新模式初具雏形。

“三产融合”拓销路

2017 年，眼见有机大米种出了成效，
鱼、蟹、鸭也养得日益肥美。如何把这些好
产品推广出去，卖上个好价？一日，几个在
田埂边拍婚纱照的年轻人给了赵建文启发，
是不是可以把 3000 亩稻田变成景区，把游
客吸引到基地？

说干就干，赵建文整合这些年学习观光
农业的先进经验，随即投资800多万元打造

“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一时间，观景
塔、玻璃栈道、科普教育长廊、烧烤小木屋
等景致在田野中拔地而起。赵建文向记者介
绍：“为了保护基本农田，观景塔建在了原先
田间最宽的道路上，玻璃栈道穿田而过，小
木屋则架在了农田边的沟渠上。”

一系列景致中，最令人称道的，要数观
景塔下方由白、浅绿、深绿、红、紫等七色
稻苗勾勒出的稻田画。“上次来是齐天大圣孙
悟空，这次是哪吒闹海，都是经典动画形
象，不仅拍照好美，孩子看了也高兴。”走上
观景台，正在合影留念的游客王蓓告诉记
者，全家人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游玩了，在

“稻渔空间”，小朋友可以下水抓鱼，跟鸭子
亲密接触，大人可以烧烤野餐，享受原生态
美食，回家的时候，每人30元的门票还赠送
2 斤有机大米，值当。听着游客们赞不绝
口，赵建文也笑得合不拢嘴，“除了这些，
我们还有水稻认养、农田学校呢！”

在“稻渔空间”，游客可以从事农耕体
验、作物收获，也可以烧烤、垂钓、摸鱼、
捡鸭蛋，参与项目的过程中，鱼、蟹、鸭就
地消费，经济效益和容纳的劳动力比起普通
种养业翻了倍，还能吸引年轻人认识现代农
业，投身现代农业。

以现代农业建设为核心，以农事活动为
基础，以农业生产经营为特色，将田园景观、
自然生态、农业资源与休闲观光、寓教于乐融
为一体的现代观光农业基地实现了“一产”提
质、“二产”提效、“三产”带动，不断延长产
业链条，提升了农业附加值，拓展农民增收渠
道，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发展“稻渔空间”以来，通过创新耕作
方式和让游客观光体验，村里的大米品牌成功
塑造了生态、高端的形象，除了销售大米，企
业还与科研机构合作研发高端米粉。

“一产发展上去了，二三产才能做得更
好。二三产充分融合了，才能最大限度体现农
业的价值。”赵建文说，2018年，他牵头成立
的“粮食银行”，每年可收购原粮4万吨，生
产优质大米3万吨。通过水稻收购、计息储
存、现价结算，为农户提供粮食代收、代储、
代烘、代加、代销“五代”服务，有效解决农
户储粮难、卖粮难等问题；做深、做细、做精
水稻加工，开发特色产品，打通农产品“进市
场、上餐桌”最后一公里，不断延长产业链，
提升附加值。成立的贺兰县有机水稻产业联合
体，运用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为直接从
事稻渔种养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周边农民提
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三产融合，拓展了农业功能。”贺兰县
县长赫天江告诉记者，“稻渔空间”逐步形成
了立体种养、粮食加工、电商销售、休闲农
业、社会化服务等多种业态，产业间相互渗
透、相互提升、融合发展，农业功能不断拓
展，产业效益集聚提升，实现了“1＋1＋1＞
3”的发展效应。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探索了贺兰经验。

生态发展有盼头

从稻渔共生的立体种养，到万人追捧的
观光农业，言谈间，让赵建文最称道的是“稻

渔空间”为宁夏带来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
赵建文带记者来到一片鱼塘边，描述

道：“眼前的4个鱼塘，结合旁边的400亩稻
田，形成了一套生态循环系统，这是咱们这
的专利呢。”原来，通过多年的立体种养经
验，赵建文发现，鱼蟹的粪便其实是最好的
有机肥。在专家帮助下，赵建文经过精密测
算，在4个鱼塘各养1万条鱼，每条鱼喂3.6
斤饲料，能够长到3斤重，同时够排出1斤粪
便，4万条鱼排出的4万斤粪便刚好满足400
亩地的施肥量。鱼塘边，便是400亩西高东
低、四周环渠的稻田，一台水泵立在鱼塘外
的渠口不间断工作，抽出的鱼和水在田里经
过高密度养殖，连施肥带净化后，从低处循
环回鱼塘。如此一来，省下了20万元有机肥
料的费用，增加了10万元养鱼的收入，还节
约了25%的用水量。

“稻渔空间”采用循环种养、以渔治碱、
统防统治等新技术，实现了从传统种植到稻
鱼、蟹、鸭的立体种养，再到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转变，水稻产量和产品品质大幅提
升。高密度鱼池、高标准稻田、深水环沟等
基础设施，实验示范智能化低碳高效养殖、
稻渔水循环生态立体种养等新技术、新模
式，水在“鱼池—环沟—稻田”中闭合循
环，实现养鱼产生的富营养水种稻，稻田净
化后的水养鱼、蟹等，构建了“1+X”稻渔
种养模式。

先进模式带来的，表面看是市场上卖出了
至少10元以上一斤的有机大米，实际上是村民
们收入与生活环境的持续改善。据了解，“稻渔
空间”目前可实现年加工水稻5万吨，销售收
入6750万元，每年向周边地区提供扣蟹苗种2
万公斤，直接带动稻蟹种养1万亩，辐射带动
了485户农户增收致富，使贺兰县2万亩稻田实
现增收2300万元。开办农民田间学校，以田间
为课堂，培训当地农民3860人次。

赵建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按照传
统的模式大水漫灌，土地含盐量高的现象始终
存在，农民的收入最多也就是每亩800元。现
在，每亩田里水稻能卖 1500 元左右，加上
蟹、鱼和鸭子的收入，每亩稻田平均产出超过
3000元，除去成本可获净利润1000元以上，
是普通水稻种植的两倍。园区内188户农民通
过土地入股，可得到保底分红和二次分红，亩
均实现增收850元。如果夫妇俩都在园内就
业，年收入至少在5万元以上。

记者在田间随机采访了正在喂鱼的村民
胡月琴，她告诉记者，过去，年轻人更愿意外
出打工，四十里店村几乎成了“空心村”。自
己和老伴种着10亩地，辛辛苦苦一年下来，
最多也就挣1万元，日子过得紧巴巴。如今，
村里的盐碱地改善了，粮食增收，干的农活反
而比过去少了。收入上，每年8000元流转费
加上分红，以及一年200多天、每天120元的
工资，是以前的3倍多。“这不，家里最近新
装了房子，准备搞最火的民宿生意，孩子们也
愿意回来帮忙了。咱村里人现如今的日子，可
让城里人羡慕着呢。”

“未来，我打算将‘稻渔空间’发展成
为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
用好黄河水，让这块土地焕发出新的活
力。”赵建文望着远方的贺兰山，对记者
说，“土地富了，农民的日子也就更富了。”

稻田画展示中国古代三国时期的故事“三英战吕布”。 资料图片稻田画展示中国古代稻田画展示中国古代三国时期的故事三国时期的故事““三英战吕布三英战吕布””。。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游客在“稻渔空间”里体验农耕劳作，认养水稻。 资料图片游客在游客在““稻渔稻渔空间空间””里体验里体验农耕劳作农耕劳作，，认养水稻认养水稻。。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鸟瞰鸟瞰““稻渔空间稻渔空间”。”。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鹏鹏摄摄

夏雨过后，微风徐徐。记者在朋友圈
“网红”图片的指引下，来到宁夏银川市贺
兰县“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

远处清灰色的贺兰山沉静苍茫，脚下掀
起的层层麦浪更显翠嫩欲滴。耳边不时传来
鸭群嬉戏、鱼儿跃腾的声音，放眼望去，农
夫们在水渠中撒开丫子收紧渔网，散落在田
间劳作的场景似朵朵点缀。一幅“塞上江
南、鱼米之乡”的恬适画卷正缓缓展开。

在“稻渔空间”，稻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的农田：3000多亩的乡村生态观光园以地作
布、用稻作画，鱼、蟹、鸭游弋其间，现代农
业和旅游业结合，实现立体种养、一水多用、

一田多收，2019年，园区土地入股面积达到
2002.6亩，户均增收近8000元。

“通过土地流转费、劳务费、年底分
红，创新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确保了发
展成果同农民共享。”贺兰县县委书记赵波
介绍说，“稻渔空间”实行“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服务”的产业化经营模
式，与农户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探索“抱团经营”，吸纳23家农业龙头企业
（合作社）抱团发展，开展互助合作服务，
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农资供应、收储加工
等服务，节本增效，促进小农户与农业现代
化有效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