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绿”成“金”，
大地上长出绿色低碳经济

8月17日，室外骄阳似火，盐都区
学富镇田盛源生态农场办公室里热闹
非凡，客人走一波来一波，农场主戚思
田忙得脚不沾地、口干舌燥。

“最近每天来订货、学习、参观的
人络绎不绝。”戚思田说。2018年，他
将稻蛙立体种养模式引进学富镇，一
田两用，亩均效益增长数十倍。稻田
可作蛙的栖息地，蛙捕食害虫护卫稻
田。“农场的有机水稻亩产至少400公
斤，而有机大米的零售价在每公斤40
元左右，单水稻的利润就能抵消我一
亩地全部成本，蛙类我养多少就赚多
少。”

调节田间小生态，提高整体效益
的做法，在盐都屡见不鲜。为实现绿
色可持续发展，近几年盐都大力推广
稻渔共作、藕田套养等生态复合种养
模式，全区稻渔综合种养、藕田套养小
龙虾、鱼虾蟹混养等面积达10万亩。

2020 年，戚思田又增加了水蛭养
殖项目。水蛭作为一种药材，价格昂
贵，市场需求量大，晒干之后售价达到
每公斤2050元。戚思田受立体种养的
启发，把水蛭养到了稻田里、葡萄藤
下。“立体空间利用好，利润空间就更
大。”2021年，这种模式完全铺开，农场
里效益最高的地块，每亩收入20万元。

在戚思田的辐射带动下，周边乡
村“蛙农”“蛭农”越来越多。学富镇河
夹社区将乡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
成立务工服务队，分别与这些农场主
签订务工协议，将农活统一承包，人均
年收入增加2.1万元。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盐都在点
“绿”成“金”的过程中，勇毅探索：

——农牧结合，发展绿色种养，浅
水藕塘里套养小龙虾，每亩光鲜藕收
入即可抵充全年生产投入，剩余小龙
虾均是农民纯收益。

——变废为宝，发展循环农业，部
分养殖农场摸索出的“猪－沼－菜”

“鸡－肥－稻”循环农业模式，实现了
“牧带田”“田促农”，既保护环境，所得
绿色产品还可高于市场价出售。

——依托资源，培植新型业态，依
托丰富的水域资源和林果、花卉等农
业产业基础，先后培植出“五朵农旅金
花”，令“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盐都
更加声名远播。

提升“含绿量”，增加“含金量”。
2021年，盐都区农林牧渔总产值91.78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521
元，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蔬菜产业
大县、中国河蟹之乡。

问题导向，
久久为功啃下“硬骨头”

推行绿色农业生产方式，让经验丰
富的种田“老把式”们接受是个难题。

33岁的种粮大户李明，这两年种
地越来越得心应手，特别是盐都区三
永村益农信息社的牌子挂到他办公室
以后，愈发自信。

李明虽然在农村长大，但之前从
没种过地。2013 年刚承包土地的时
候，他在村里到处求教。后来，盐都区
农业农村部门经常组织大家学习，一
来二去，李明才逐渐找到了方向。

有一年，水稻到了拔节孕穗的关
键期，村民按“老经验”施肥，未及成
熟，稻穗就由于过大过重，倒伏了一大
片。大家突然发现村里只有李明的稻
子还竖着。

原来李明早就用上了盐都区推广
的测土配方肥。盐都在全区范围内采
集了近万个地块的土壤，通过化验分
析，得出各地块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
发放了施肥建议表，同时积极宣传，指
导因地施肥、精准施肥，从而达到减量
增效的目的。

“大概从2018年开始，我感觉周围
的气氛就变了，大家都愿意到我办公
室来坐坐，有新方法新技术出来，人人
抢着学、跟着做，‘老把式’主动化身

‘新农人’。”李明笑道。
以大户带小户、以点带面，盐都超

前布局，久久为功。目前全区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94.3%，建立绿色
防控示范区50个，农药、化肥使用量较
2015 年分别下降 12.7%、9.3%，创成全
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

盐都台创园的夏根红种出来的水
稻更加与众不同，由于预先在稻田里
拌足了有机肥，所以尽管全程不打农
药不施肥，亩产也能达到500公斤。

其实夏根红大半辈子都在养鸡，
他目前拥有蛋鸡 15 万只，年产鲜蛋
225万公斤。二十年前，一次因鸡粪排
污不当而受到的罚款狠狠敲醒了夏根
红，令他重新思考蛋鸡场的生产模式。

鸡粪转化为有机肥，有机肥再来
种粮食，“鸡－肥－稻”看起来和谐循
环，但“自产”和“自销”数量不匹配，有
机肥每日都能产出15吨，自有稻田的
微末消耗无济于事。夏根红毫不气
馁，尝试丰富有机肥的种类，通过网上

销售、线下推广，现在每日光出售有机
肥，就能进账5000元。

夏根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农业
面源污染的问题单单靠一个“自产自
销”不能彻底解决。

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废旧农膜
和废弃农药包装物等四类废弃物的处
理向来困扰各地政府。直面这些阻碍
农业绿色发展的“老大难”，盐都选择
提前规划、各个击破。通过建设畜禽
粪便集中处理中心、集成推广秸秆还
田技术、建成废旧农膜和废弃农药包
装物回收利用中心等途径，让错置资
源回归本位，彻底实现变废为宝。

品牌强农，
打造绿色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

秋风渐起，大闸蟹即将迎来上市
高峰，然而今年的高温天气，令大多数
蟹农陷入两难境地。高温伤蟹，折损
过多，收入必然打折。产量下降，价格
上涨，何时出蟹又成了难题。

8 月 17 日下午，盐都区尚庄镇邵
氏大闸蟹有限公司办公室里，老板邵
志华正喝着茶吹着空调。对面墙上，
100多个摄像头传回所有塘口的监控
画面。电脑屏幕里，水质检测数据实
时更新。

“高温对邵氏大闸蟹今年的产量
几乎没有影响。”邵志华胸有成竹，“邵
氏的高标准生态大闸蟹养殖池在建设
之初，就在四周预留了环沟，环沟比池
底还要低80厘米，由此形成的深水区
在夏季能给大闸蟹提供避暑地。”

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也是微乎其
微。邵志华说：“我们的蟹是先预订再
养殖，平均价格都略高于市场价，且价

格、个头、数量早就与蟹商签好合同，
市场价格波动在 10%以内，对我们都
没有影响，超过这个区值，我们也会再
议价格。”

目前，邵志华及其合作社成员总
计拥有2167亩塘口，申请加入的成员
也越来越多。大家抱团取暖、形成合
力，在市场上逐渐掌握话语权。“只要
符合我们邵氏绿色生态养殖的标准，
大家可以共同使用‘蟹王邵记’的品
牌。”邵志华解释。

今年 6 月，在盐都区政府的协助
下，邵志华着手申报国家级水产健康
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成功的话，

‘蟹王邵记’品牌的价值会大幅提高，
订单就会源源不断。”

戚思田将自己的有机大米包装成
“呱呱叫”品牌，大型超市提前预订了
农场的所有大米。与他相比，夏根红
的有机大米，品牌虽有，影响不够，直
呼价格卖不上去。

不难看出，在农业绿色发展的进
程中，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将愈加凸显。

绿色兴农，品牌强农。随着全区
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越来越高，盐都
越发重视农业品牌的打造。近年来，
集中打造了“鲜之都·盐都”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获批龙冈茌梨等10个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盐都草莓”品
牌估价达7.1亿元。

8 月 19 日，在南京举办的名特优
农产品推介会上，“鲜之都·盐都”的品
牌效益持续放大。来自盐都的优质水
产、绿色蔬果和粮油、生态花卉等各色
名特优农产品，获得众多采购商的青
睐，当场达成总金额3.2亿元的农副产
品购销战略协议。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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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都探路农业绿色发展——

在希望的田野上点“绿”成“金”
□记者 蔡冰清

学富镇种养的“金疙瘩”，每亩收
益最高可达20万元；

高温“烤验”，各地螃蟹很受伤，尚
庄镇的养殖大户却成竹在胸；

一场推介会，轻松达成3.2亿元农
副产品购销协议，“鲜之都·盐都”依然
那么香；

……
在盐都，一场围绕农业的绿色变

革，在乡村沃野间轰轰烈烈展开。一
个个点“绿”成“金”的生动场景，让人
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充满期待。

农业绿色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引领，与百姓福祉紧紧相
连。这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也是
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作究竟
怎么做，从何入手，盐都区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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