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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衢江江区区““共共富富渔渔场场””成成富富民民兴兴农农““金金钥钥匙匙””
科技赋能 产业助推

有有一一种种语语言言叫叫微微笑笑 有有一一种种素素质质叫叫文文明明

乡村振兴景色新，且看衢江
鱼跃人欢好“丰”景。

今年以来，衢江区积极践行
渔业强区战略，深耕“渔”文章，
以“生态 + 科技”推动现代渔业
转型升级、集群成链，打造了稻
渔综合种养、设施渔业、洁水养
殖等“共富渔场”新模式，形成集
智慧渔业、农产加工、三产融合
为一体的渔业发展格局。

渔业增效、农民增收，各个
生产环节通经润脉，一个个独具
特色的“共富渔场”正成为乡村
振兴的“金钥匙”、农民致富的新
门路，一幅共富共美的新画卷正
泼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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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鳖共生、 轮作模式实现经济发展
和生态保护双赢。

5 月 15 日，在后溪未来农业园区稻
渔综合种养基地， 工人们正熟练地捕捞
小龙虾，随后，分拣、装箱、外运。“这个季
节小龙虾个头多数在 20 克以上，我们每
天都要捕捞 1000 公斤左右运往衢州各
菜市场。 ”浙江天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吴慧说。

被衢江区渔业发展政策及环境吸
引，去年 6 月，从事稻渔种养多年的吴慧
来此发展产业。 他的种养基地分共生和
轮作两种模式，其中，小龙虾养殖占 1000
亩、螃蟹养殖占 200 亩，余下 200 亩则开
发淡水澳龙和罗氏沼虾的稻渔种养。

基地种养出的“渔”个头饱满、肉质
鲜美，“稻虾米”“稻蟹米” 则比普通大米
市场前景更好，每公斤单价 7.6 元。 吴慧
算了一笔账， 一亩种养池的小龙虾产量
150 公斤， 按每公斤 40 元计算，1000 亩
则能收益 600 万元， 这还没算上稻的收
益。“去年试验阶段入池养殖的蟹，收益
达 100 多万元。 ”

目前基地吸纳上、下棠村 50 多名村
民前来务工，月收入 4000 元。 接下来吴
慧打算带领周边村民共同养殖，发展稻、
渔产品深加工，建设分拣中心，与预制菜

企业合作，打造龙虾垂钓、稻田认养、研
学体验等项目。

在大洲镇狮子山生态稻鳖共生共富
基地，90 后养殖户傅星如和父亲正忙着
往稻田里投放中华鳖苗。“一亩稻田可投
放鳖苗 120 只，一季可增重一倍，亩产鳖
约 60 公斤，按 300 元每公斤计算，亩产
在 1.8 万元以上，还可收获千斤左右的优
质稻谷。 ”傅星如介绍。

作为衢州市最先探索稻鳖共生、轮
作的养殖户之一， 傅星如的稻鳖共生种
养模式实现了亩产“百斤鳖、千斤粮、万
元钱”的目标。 基地配套甲鱼苗种培育、
产品加工、休闲垂钓、研学民宿，注册“傅
甲天下”“稻香鳖”等品牌，养殖面积 100

余亩，甲鱼产量 5000 公斤，稻米 1 万公
斤。

衢江区在大洲镇建成“傅甲天下”共
富工坊，集直播销售、加工品尝、农旅研
学、村播培训等于一体，直播间场均销售
额达 6 万余元。 共富工坊为周边村民提
供 20 余个固定岗位，采取“基地共建 +
农户共享” 模式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及
产销服务。

“稻渔共生”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多
收”，设施渔业的推广则节地节水且效益
倍增。在全旺镇山青家庭农场，90 余个直
径 6 米、 深约 1.5 米的蓝色圆桶整齐排
列，工人们正忙着为圆桶增设防晒设备。

“移动性强、节约土地的特点使得陆基圆

桶更便于村民养殖， 亩产鱼产量约是传
统养殖的 17 倍，定期更换养殖用水也使
得鱼的肉质更紧实鲜美。 ”农场主徐明飞
介绍，他采用高密度工厂化养殖模式，通
过增氧系统、进水管道、排污系统、尾水
处理等系统， 实现尾水循环利用“零排
放”，大数据平台实时检测水质，一个工
人就能管几十个桶。 通过一年的探索，陆
基圆桶养殖鲈鱼每桶 40 平方米约能获
利 1.5 万元， 今年该养殖模式在黄坛口、
莲花、太真等多个乡镇得到推广。

一花引来百花开，衢江区建立“政府
+ 企业 + 村集体 + 农户”的模式，通过统
筹规划、政策支持、资金扶持、试点示范、
创新机制， 运用公司化方式引导各类市
场主体打造稻渔综合种养、 设施渔业等

“共富渔场”，政府实施基础工程建设，企
业实施项目建设、运营，与省淡水水产研
究所等科研院所合作，培育经营主体、完
善产加销游链条， 村集体以产业资金入
股，村民以土地流转、入股等方式参与产
业发展。目前，全区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
3000 亩， 平均亩均增收 6000 元以上，各
类设施渔业养殖基地 10 余家，养殖水体
达 20000 立方米，创建洁水渔业示范点 5
个，低洼田、老旧池塘、闲置厂房“生金产
银”，激活富民增收一池春水。

科技助力、以“数”为媒 打造智慧渔业新窗口

在莲花镇向荣家庭农场温室大棚，
一个个育苗池内正培育着罗氏沼虾虾
苗。“今年第一批虾苗 2 月中旬开始培
育，5 月已投放一批至室外养殖大塘，预
计 7 月可捕捞上市。 6 月底将再投放一
批虾苗， 预计 11 月上市， 实现错峰销
售。 ”基地负责人余振华介绍，衢江区与
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战略合作， 成体
系引进“南太湖 3 号”罗氏沼虾，由研究
所提供技术指导，通过对水质、温度、病
菌防治等进行精准调控， 降低虾苗放养
密度、颗粒饲料蛋白质含量，实现生态养
殖。

室外 20 余亩虾塘实现智慧养殖。
“每亩虾塘设有监控摄像头、 水质监测
仪、增氧控制等设备，登录手机小程序，
虾塘产量、水质指标、用料投药等生产数
据一目了然。 ”余振华相告，依托数字化

平台， 能精准判断虾塘水质， 调节 pH
值、投料喂药、增减水量，今年养殖产量
达 7.5 万公斤， 预计收益 5000 余万元。
“下一步将探索智慧育苗，采用数字化技
术对养殖关键数据进行监测分析， 实现
从育苗到销售的全周期智能化、可溯源，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养殖经验。 ”余振
华信心满满。

数字赋能，让渔业“聪明”起来。衢江
区加强新型渔业机械应用等领域的项目
建设和科技合作，在“共富渔场”全面推
广“物联网 +N”智慧渔业新模式，实现人
工成本降低 10%、综合效益增长 30%，越
来越多养殖户尝到智慧养殖的甜头。

几架无人机在稻虾田上空来回穿
梭，将饲料均匀地撒向水面；渔业数字管
理平台精准监测水体 pH、溶氧、水温等
参数及虾蟹活动情况……

在后溪未来农业园区稻渔综合种养
基地，负责人吴慧打开手机 app，一键开
启无人机投饲、水体增氧等工作，这得益
于基地新引进的“物联网 +”智慧渔业设
备。 这套设备包含水质在线监测、生产全
程监控、水下生命感知、自动增氧、质量
安全追溯等多项高科技系统， 科技感满
满。

“2000 亩种养基地以往需要 50 个人
花一整天才能完成投料，使用无人机后，
6 个人一天时间就能完成投料。 无人机
还能用于稻田施肥和喷药。 ”吴慧说，渔
业数字管理平台实现多项指标实时监
测，可为生产过程提供数据指导，降低各
种养殖风险，保证产品质量。“有了科技
助力，在养殖过程中可以更科学、精准地
帮助鱼虾蟹生长， 记录下它们的生长过
程，提高消费者信任度。 ”

“衢江区将渔业产业发展纳入乡村
振兴、生态建设等评价内容，形成规划养
殖‘一张图’，出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水
产养殖扶贫、渔业互助保险等扶持政策，
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战略合作，建
立专家工作站，集聚科技、人才、项目、资
金，推动政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发展。 ”衢
江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衢江
区配套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 依托院所
科技资源突破种业瓶颈， 推动优质苗种

“育繁研推”一体化建设，打造了赤眼鳟、
中华鳖、 稻渔综合种养等区域产业带。
2022 年，培育“育繁研推”一体化省级规
模化繁育场 2 家， 年繁育苗种 3 亿尾以
上，良种率 80%以上，在江河等流域累计
投放各类苗种 1100 余万尾。

“链主”带养、渔旅融合 绘就兴业富民新图景

““在在家家门门口口的的鱼鱼文文化化产产业业园园上上班班，，每每
年年可可增增收收 22 万万元元以以上上，， 还还能能学学到到养养殖殖技技
术术。。 ””银银坑坑村村村村民民王王仁仁陆陆一一边边忙忙着着在在恒恒温温
养养殖殖鱼鱼池池旁旁照照料料，，一一边边乐乐呵呵呵呵地地介介绍绍道道，，
养养殖殖基基地地提提供供 1100 个个就就业业岗岗位位，，为为村村民民提提
供供养养殖殖技技术术培培训训。。

太太真真乡乡银银坑坑村村帆帆布布鱼鱼池池养养殖殖““瘦瘦身身
鱼鱼””项项目目带带来来 440000 余余万万元元年年收收益益，，为为激激活活
一一条条产产业业链链，， 乡乡里里重重点点打打造造的的鱼鱼文文化化产产
业业园园正正在在紧紧锣锣密密鼓鼓地地施施工工中中，， 园园内内的的清清
水水鱼鱼养养殖殖基基地地已已投投产产。。 项项目目由由银银坑坑村村和和
衢衢州州市市铭铭皓皓生生态态农农业业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共共同同建建
设设，， 投投资资 338800 万万元元，， 由由铭铭皓皓公公司司承承包包经经
营营，， 可可年年产产清清水水鱼鱼 2255 万万公公斤斤，， 产产值值 550000
万万元元以以上上，， 为为村村集集体体年年增增收收 2200 万万元元以以
上上。。 鱼鱼文文化化产产业业园园集集养养殖殖观观赏赏、、 休休闲闲垂垂
钓钓、、餐餐饮饮住住宿宿于于一一体体，，可可带带动动旅旅游游增增收收、、
村村民民致致富富。。

后后溪溪镇镇下下棠棠村村村村民民陈陈定定荣荣如如今今有有了了
一一个个新新身身份份——————后后溪溪共共富富渔渔场场养养鱼鱼合合作作
户户，，今今年年 55 月月，，他他以以原原流流转转价价格格返返租租了了 5500
亩亩种种养养池池，， 跟跟着着天天溪溪农农业业负负责责人人吴吴慧慧干干
起起养养殖殖，，日日子子过过得得越越来来越越有有奔奔头头。。““企企业业
提提供供种种苗苗和和技技术术，，和和我我签签订订购购销销合合同同，，每每
年年收收入入有有 1188 万万元元。。 ””陈陈定定荣荣欣欣喜喜相相告告。。

““全全产产业业链链、、‘‘村村集集体体带带头头、、共共富富渔渔场场
主主导导、、村村民民灵灵活活参参与与’’的的渔渔业业产产业业共共富富发发
展展模模式式，，是是共共富富的的秘秘诀诀所所在在。。 ””衢衢江江区区农农
业业农农村村局局相相关关负负责责人人介介绍绍，， 衢衢江江区区鼓鼓励励
村村民民通通过过土土地地流流转转、、承承包包种种养养、、产产业业劳劳动动
等等途途径径参参与与产产业业发发展展，，按按照照““固固定定薪薪金金、、
创创业业金金、、土土地地租租金金、、分分红红股股金金””机机制制，，带带动动
村村民民共共富富。。““种种养养基基地地可可长长期期提提供供 220000 余余
个个就就业业岗岗位位，，村村民民得得到到固固定定薪薪金金；；本本村村村村
民民可可按按原原流流转转价价格格返返租租，，企企业业提提供供育育苗苗、、
技技术术培培训训，，并并签签订订保保底底收收购购协协议议，，村村民民每每

人人每每年年可可创创收收 1188 万万元元；；无无劳劳动动能能力力的的村村
民民，，可可通通过过土土地地、、资资金金入入股股等等方方式式参参与与基基
地地建建设设，，获获得得分分红红股股金金；；通通过过土土地地集集中中连连
片片流流转转，， 每每年年可可为为村村集集体体增增收收 440000 余余万万
元元。。 ””

大大洲洲镇镇狮狮子子山山稻稻鳖鳖共共生生共共富富基基地地分分
三三个个区区块块：： 稻稻鳖鳖共共富富产产业业示示范范区区由由共共富富
带带头头人人负负责责，，与与杭杭州州市市农农科科院院合合作作，，通通过过
种种苗苗繁繁育育等等技技术术，， 实实现现亩亩均均效效益益近近 22 万万
元元。。低低收收入入农农户户共共富富区区由由低低收收入入农农户户、、低低
保保户户、、低低边边户户等等负负责责，，由由基基地地低低价价提提供供种种
养养场场地地、、种种苗苗肥肥料料，，免免费费给给予予技技术术指指导导、、
销销售售服服务务。。 村村民民共共建建共共享享区区由由本本地地及及周周
边边村村民民负负责责，，村村民民通通过过分分片片承承包包、、入入股股经经
营营等等模模式式参参与与种种养养。。22002222 年年，，狮狮子子山山村村集集
体体增增收收 3300 万万余余元元，，低低收收入入农农户户人人均均增增收收
达达 22 万万余余元元，，惠惠及及 5500 余余户户村村民民。。

除除了了渔渔业业““链链主主””带带养养，，衢衢江江区区还还持持

续续加加快快渔渔业业强强区区全全产产业业链链建建设设，，跳跳出出““水水
产产””做做““水水产产””，，推推动动三三产产融融合合、、提提升升渔渔业业
价价值值链链、、做做强强渔渔业业品品牌牌，，一一条条特特色色渔渔业业共共
富富之之路路正正在在形形成成…………

建建设设农农事事服服务务中中心心、、水水产产品品分分拣拣加加
工工中中心心等等，， 结结合合美美丽丽乡乡村村精精品品节节点点，，将将
渔渔基基地地打打造造成成集集赏赏鱼鱼栈栈道道、、 渔渔业业科科普普
馆馆、、鱼鱼文文化化元元素素景景观观节节点点等等““网网红红打打卡卡
点点””，，扶扶持持渔渔主主题题精精品品民民宿宿，，举举办办稻稻渔渔综综
合合种种养养文文化化节节，， 塑塑造造渔渔旅旅融融合合特特色色品品
牌牌，，截截至至目目前前，，已已打打造造胜胜兰兰家家庭庭农农场场休休
闲闲垂垂钓钓基基地地、、灿灿聪聪家家庭庭农农场场研研学学基基地地等等
项项目目 3300 余余个个…………以以工工业业化化理理念念、、 产产业业
链链思思维维大大抓抓渔渔业业，，““渔渔旅旅融融合合、、 以以渔渔促促
旅旅、、以以旅旅兴兴渔渔””的的新新业业态态，，全全方方位位拓拓宽宽群群
众众增增收收渠渠道道。。

下一步，衢江区将进一步拓展渔业空间，提升水产品产能，助推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绿水青山”更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

奋楫逐浪，未来可期。 衢江，现代渔业的大戏刚刚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