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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斋坛乡“稻+”生态农业产业园里，
绿色稻浪随风起伏，田间不时有蛙鸣传出。
田埂上，几只大闸蟹横着身子“散步”，稻田
里，虾、鳖在水中纵横穿梭。多元化“稻+”高
效生态种养新模式，正让传统“粮仓”变身“良
仓”，演绎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的新篇章。

斋坛乡的“稻+”经济是从“稻蛙共生”“稻
耳轮作”开始探索的。实际上，稻与蛙，自古
便是田间的“搭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
蛙声一片”便是生动的诠释，但其背后的农耕
智慧，知之者并不多。直到在斋坛乡亲见，我
才明白这二者相生相伴，竟能发展出一种崭
新的农业模式——农户不再一味向土地索
取，反而在和谐共生中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
双赢。

产业发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稻+”经济
的发展过程，融合了多方主体的协作、创新和
长期积累。在采访中，我了解到当地政府、省
科技特派员、种植大户都在为繁荣产业出谋
划策，最初有人提出尝试“稻鱼共生”，但经过
反复研判，大家认为邻近地区已经对此发展
得非常成熟，于是转而选择了“稻蛙共生”“稻
耳轮作”这两个独树一帜的产业。

为了提升产业“造血”功能，当地还坚持
“引育并重”，通过乡级党校开展技能人才培
训 1200 余人次，使叶芳群等一批产业带头人
脱颖而出。同时，斋坛乡还组织技能干部成
立“带货小分队”助农增收 30 余万元，并与湖
州南浔的“百蔬欣农业”签订生态蛙购销、技
术指导战略合作协议，借山海协作之力打通
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从单一种植到多元共生，传统农业正在
悄然蝶变。我在采访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块
田的效益提升，更是农业观念的转变——人
们不再局限于产粮增收，而是着眼于高质、高
效、绿色、可持续的均衡发展。

“良仓”之“良”，不仅在于好粮，更在于生
态、效益与农民的获得感。在这片希望的田
野上，勤奋和技术正一同播种，让每一粒米、
每一只蛙、每一只蟹，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见
证。

让“粮仓”变“良仓”
本报记者 付名煜

夏日的稻田，最富生机。稻苗齐整，色泽沉绿，田埂旁
稍有人声，蛙鸣便戛然而止，但很快又再度“呱呱”连成一
片，此起彼伏。

这几年，松阳县斋坛乡的变化并不张扬，却步步稳
健。最初，这里以“稻耳轮作”“稻蛙共生”模式打开了生
态农业新路，稻田里放养黑斑蛙，少了农药，多了收益，也
多了乡亲们田头相告的兴趣。试验初成之后，斋坛乡并没
有止步。依托强村公司和科技特派员的支持，“稻+”的路
子越走越宽——稻蟹、稻鳖、稻鳅轮番上阵，不再是简单的
混养，而是将生态理念嵌入农业系统的一次深度调试。

现代农业讲究“结构调整”，但在斋坛乡，这四个字有了
更生活化的版本：一块田，不止收一茬稻；一个村，不再只是
种粮。背后的思路，是重新梳理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之间的
关系，是在看似微小的尝试中，为乡村振兴积蓄真正可持续
的底气。

从蛙声连绵的那一刻起，斋坛乡的“稻路”就已不再只
是耕种方式的调整，而是一场农业价值的重建。

稻田试验

“松阳熟，处州足”这句流传千古的民谚，见证着松阳作
为丽水粮仓的重要地位。而斋坛乡，正处于这片沃土的核
心区域，千百年来，稻香四溢、粮仓充盈。

然而，近年来，京梁村的水稻种植大户却发现，传统的
单一水稻种植模式遇到了瓶颈——在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下，一些田块甚至出现了亏损。面对传统农业效益下降的
困境，种植大户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充分挖掘一块田的潜
力，提升收益？

“水稻收割后，冬闲田不妨用于‘稻耳轮作’。”2022年，
省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徐海圣教授团队带着新技术和新
思路走进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打开了一扇增收的窗户。

这一年，斋坛乡的田地褪去了金黄的稻浪，却不复往日
的寂寥，一支支黝黑的菌棒在田间整齐排列，标志着“稻耳
轮作”正式启动。

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第一年种植时，菌种在发菌期遭
遇了真菌病，导致黑木耳产量低，效益不如预期。尽管如
此，农户们并未因此丧失信心，反而加倍努力学习技术。据
松阳县群芳家庭农场负责人叶芳群回忆，随着大棚设施升
级，菌种发菌环境得到严格管控，黑木耳的品质和产量都有
了显著提升。

为了进一步增加稻田的收益，徐海圣教授团队和斋坛
乡干部带着农户前往嘉兴、湖州等地学习渔业养殖先进经
验，并引进了市场潜力更大的黑斑蛙，计划将其投放在稻田
中进行养殖。“我们在 2023年进行了 11.5亩的试点，如果成
功，就准备扩大规模。”斋坛乡党委书记周旭锋相信，通过不
断学习和实践，稻田将不再只拘泥于单一的种粮功能，而是
一个以高效农业为核心、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复合型载
体。

“‘稻蛙共生’的好处不言而喻。水稻为黑斑蛙提供了
荫蔽充足的生长环境，而黑斑蛙捕食昆虫，为稻田减少虫
害，它们的排泄物还可以反哺稻田、提供养分。更重要的
是，黑斑蛙的市场销路较好，能为农户带来额外收入。”周旭
锋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即使水稻收入没有显著变化，但加上
卖蛙的收入，整体收益比单纯种稻高得多，亩均净利润可达
2万元。

为了支持创新农业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斋坛乡依托松
阳与南浔的山海协作援建资金，建起了 100多亩“稻+”生态
农业产业园，并通过技术培训、政策支持等方式鼓励农户参
与“稻+”生态种养，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深化。

此外，斋坛乡还探索出一条“组织引领搭平台，强村公
司运营推广，产业大户管护种养，农户与村集体共同增收”
的发展路径，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销售运营一体化、收益
分配共享化，进一步做大做强“稻+”经济。

蛙声一片

天刚蒙蒙亮，叶芳群已经来到了养殖池旁，蹲下身观察
蝌蚪的生长情况。“只有投入更多精力，才能在稻田里把蛙
养好。每天喂食、清理残余饲料、观察成长状态，这些日常
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不少蝌
蚪已经长出了后腿，在水中簇拥游动，岸边也有不少已经断

尾的成蛙，安静地趴在草丛里。
“‘稻蛙共生’的门道可不少。”叶芳群说，考虑到黑斑蛙

的生活习性，水田需要重新规划水稻栽种间距，从原来的
0.2米×0.3米，调整为 0.5米×0.5米，确保蛙有足够的活动空
间。此外，稻田四周需要设置专门的食台，食台距离水田中
心不超过 12米，以确保所有的黑斑蛙都能方便取食。

为了防止天敌如鸟类、蛇类对黑斑蛙造成威胁，稻田上
方必须安装防鸟网，田埂周围还要加装防逃网。叶芳群每
天仔细检查蛙的粪便，通过观察其形态和颜色来判断蛙的
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异常，立刻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在斋坛乡，技术的突破并非难事，政府的支持和农户的
努力，使得“稻+”产业的道路越走越顺。而那些曾经出现的
问题，也因当地人的智慧与坚持而逐步被解决，成为产业发
展的宝贵经验。

然而，黑斑蛙的养殖和销售却迎来了不小的挑战。随
着“稻蛙共生”模式的推广，黑斑蛙养殖在全国范围内逐渐
兴起，尤其是在“两湖”地区，养殖规模较大，技术成熟，市场
价也更低，这对斋坛乡的黑斑蛙销售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面对这一挑战，斋坛干部与农户前往杭州、上海等主要
销售市场展开调研，在走访 16家大型超市、农贸市场和生
鲜店后，他们得出结论——以“反季销售”作为突破口。

去年，斋坛乡投入资金新建了 1700平方米的全自动联
动温室大棚，打破季节性销售和育苗的限制，实现了蛙苗的
自主培育，生态蛙终于可以全年供销。产业链的进一步完
善，让斋坛乡在市场中闯出了一条新路，去年的生态稻蛙米
还没收割，就以每公斤 26元的价格被杭嘉湖等地的客户抢
订一空。

随着夏季到来，斋坛乡的田野里稻浪翻滚，蛙声阵阵，
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在这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农户正用
新思维和新科技改写传统农业的剧本，让“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美好愿景照进现实。

“稻+”里话丰年

在斋坛，农业的未来正由一场场创新试验绘就。
去年 3月，斋坛乡的“稻+”生态农业产业园新增了 35亩

“稻蟹”“稻鳖”“稻鳅”种养试验田，从湖州引进的 4000多只
大闸蟹和白玉蟹蟹苗，在稻田中试养，经过半年多的悉心呵
护，第一批“稻田蟹”的个头普遍达到了 3—4两。

看似简单的探索，推动着斋坛农业“裂变式”增长。目
前，斋坛乡不仅创建了特色稻米品牌，还推出了包括“稻耳、
稻蛙、稻虾、稻蟹、稻鳅、稻鳖”等多个特色农产品。产业链
的逐步壮大，不仅为周围农户提供了 100多个临时就业岗
位，还通过销售“稻+”系列产品实现了 16万元盈利，为村集
体带来了近 22万元的经营性收入。

为进一步提升“稻+”品牌影响力，斋坛乡通过打造“斋
里稻花香”视频号和一系列活动，不断深化农业与旅游的融
合。垂钓体验、农耕赛事、直播互动等活动频频出圈，今年

“五一”假期，“稻虾”共生基地迎来客流高峰，小石村的蒙富
家庭农场单日就接待了 200多名游客参与小龙虾垂钓，孩
子们在田埂旁专注钓虾的画面在朋友圈刷屏，成为假期中
独特的风景。

此外，斋坛乡还与松阳畅享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展开合
作，深耕农旅文章，通过农事体验、生态研学等方式，让游客
不仅能感受田园风光，还能亲身参与农耕体验。目前，当地
已成功承接 60余批次、5000多人的研学体验和团体活动，
正计划与松阴溪景区、石门圩廊桥、蓝莓基地、田园书房等
点位串联，打造“不同时节有不同体验、不同项目有不同收
获”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旅游线路。

为进一步拓展产业增值空间，斋坛乡计划盘活小石村
原铸造厂和养殖场等闲置资源，打造乡村农产品深加工中
心和冷链物流仓储中心，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物流
渠道。与此同时，斋坛乡还将与乡服集团合作建设“稻+”共
富驿站，打造集参观研学、餐饮住宿为一体的现代化田园综
合体。项目实施后，预计亩均收益将超过 3万元，带动村集
体经济增收 100万元。

稻田里绿意盎然，稻禾下蛙肥蟹壮。从单一的水稻种
植到如今的多元化种养，斋坛人正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

“松阳熟、处州足”新篇章，使农业不只是经济支柱产业，更
是一种生态与生活的复合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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