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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新路湾镇的田埂旁，全自动育
秧流水线的机械臂快速舞动，不远处，
传来钓虾少年的欢笑声。这场“稻虾轮
作”实践，是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求
平衡的智慧探索——科技赋能不是对
传统的简单替代，而是对土地价值的多
维唤醒。

在这里，养殖的小龙虾超越了单一
农产品属性。钓竿在稻田边划出优美
弧线，烹饪的香气弥漫乡野，原本的生
产 空 间 被 重 新 定 义 为 情 感 消 费 的 载
体。机械流水线的高效运转，解构了

“面朝黄土”的传统宿命，农民通过手机
轻点就能调度插秧服务。这些场景揭
示着现代农业的核心命题：科技必须服
务于人的多重需求，既解放生产力，更
释放土地的生态与人文价值。

自动化育秧系统与露天秧田的“双
轨制”实践更具象征意义。恒温暗室催
生秧苗后仍需回归自然练兵，恰如乡村
振兴的根本逻辑——无人机可以飞越
田野，但作物根系必须深扎土壤；屏幕
能传递数据，而五谷丰登最终取决于阳
光雨露。科技与乡土经验在此形成共
生关系，共同守护着农耕文明的韧性根
基。

真正的农业现代化，既接纳机械的
精密，也保留泥土的温度；既追求产量
效益，也呵护田间的童声笑语。随着钓
竿与机械臂在绿浪中和谐共处，我们看
到的不仅是欣欣向荣的农业图景，也是
一个传统产业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现代韵律。

新旧融合背后的
乡村转型

本报记者 张李杨

20252025年年77月月33日日 星期星期四四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沈沈 隽隽

深读深读

66

■本报记者 张李杨 朱敏 通讯员 潘雨妍 黄巧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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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遂昌县新路湾镇大马埠村的“稻虾轮作”田里，
一群家长正带着孩子弯腰观察水面。6岁的豆豆忽然尖叫：“爸
爸快看！这只龙虾的钳子比我的手指还粗！”父亲王伟迅速用
抄网协助，将这只巨大的虾捞起，引得周围的家长纷纷拍摄记
录。这片洋溢着欢乐的农田，如今既是省级水稻制种基地，又
是当地知名的龙虾垂钓乐园。

田埂上，全自动育秧流水线精准运作，移送秧盘整齐码垛，
与附近亲子游团队的欢声笑语形成有趣的呼应。“稻虾轮作”模
式，使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每年 4月，从嘉兴引进的优质小
龙虾苗入田，5月举办龙虾节吸引游客，7月排水后旋即启动智
能化水稻制种。龙虾养殖大户雷利芳算过账：小龙虾亩产量
125公斤，亲子游附加消费 800元，加上水稻良种销售，综合收
益是传统种植的 1.5倍。

以自动化制种与龙虾产业为起点，这个百年制种重镇正在
生态价值转化的过程中，逐步打破传统农业的边界，走向一个
多元化、现代化的未来。

绿浪里的“黄金试验田”

盛夏的大马埠村，连片稻田翻涌着绿浪，稻叶在风中沙沙
作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片没有种植作物的水田。这
100亩土地，便是“稻虾轮作示范基地”。

一大早，雷利芳身着防水服，手持捕捞网，在水塘中低头搜
寻。他的目标是小龙虾，捕捞季节从每年 5月中下旬开始，直
到 6月底，“今年的养殖技术精进了，预计小龙虾的亩产量能超
过 125公斤。”尽管小龙虾的价格较高峰期有所回落，但雷利芳
并不担心，“薄利多销照样挣钱。亩均纯利润超过 3000元，稻
谷收益是稳产的‘保底’。”

成功的背后，是一场由“稻虾轮作”引领的农业变革，它源于
新路湾镇与嘉兴南湖区大桥镇于去年签订的“山海共富”协议。

作为全省最大的杂交稻制种基地，新路湾有 4250 亩肥沃
良田，而大桥镇由桥村则以“江南龙虾第一村”而闻名，通过“稻
虾轮作”，当地带动 200户农户实现了“收入翻三倍”。两地通
过党建联建，促成技术与市场资源的共享，黎金根等嘉兴养殖
能手定期赴遂昌指导，“半年养虾半年种稻”的模式，让大马埠
村的农田亩均效益从 3000元跃升至 8000元。

得知“稻虾轮作”从田间改造到虾苗、水草、饲料和技术服
务供给都能获得支持后，雷利芳第一时间选择了加入。

在稻虾基地，工作人员将沉在水中的地笼提起，一只只小
龙虾蹦跳着现身，个个体形饱满、腮白腹净，“看这‘炮头’虾，一
公斤能卖出 70元的好价，即使市场上大部分龙虾的价格只有
10多元，我们也不愁没钱挣。”雷利芳笑着说，每次在微信朋友
圈发图，当天的小龙虾就会被提前预订，“即使是遂昌县城的龙
虾馆，也不一定能拿到货”。

雷利芳介绍成功秘诀时提到，优质的种苗和良好的栖息环
境是关键。遂昌有优质水源，水温低，小龙虾的生长期比在“老
家”嘉兴还长 10到 15天，龙虾的个头因此更大，肉质也更紧实。

此外，基地还种植了伊乐藻，既净化了水质，又能辅助精饲
料提供天然营养，使小龙虾无需“泡药去污”处理，简单清洗后
就能烹饪食用。

更重要的是，“稻虾轮作”模式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单一生产
模式，提高了生态价值的转化率。在每年的 7月到 11月，稻田
作为“虾塘”使用，龙虾食用稻茬、杂草、害虫，还为水稻田提供
了天然养料肥料，稻田的水质也因此得到了改善。

“小龙虾+”的农旅创新

每逢节假日，大马埠村的水塘边总是人头攒动，游客们手
持钓竿，沉浸在钓虾的乐趣中。稻田成了人们的休闲乐园，小
龙虾在水中穿梭，成为田园风光的一部分。

“钓小龙虾是我们童年的回忆，现在带着孩子来体验一
把！”许多游客展开“钓虾竞赛”，也为户外露营、采摘体验、特色
餐饮带来了人气。小龙虾这个夏日美味，现在和运动、乡村文
化活动紧密结合，打开了更多元的消费场景。

今年 5月，以“龙虾为媒，话山海共富”为主题的遂昌首届
小龙虾争霸赛在新路湾镇开赛。清晨，荷花池畔的欢声笑语打
破宁静，伴随着锣声响起，50名选手一展身手。水面因钓竿的
摆动泛起层层涟漪，随之而来的是阵阵欢呼。梁建强一家战绩
斐然，2个塑料桶里装满了青壳红螯的小龙虾，身旁的孩子小心
翼翼地把战利品装进特制的透气虾笼。

而在“鲜锋对决”小龙虾烹饪赛上，来自遂昌县城的 6家知
名餐饮企业同台竞技。炒锅被颠至半空，蒜蓉的辛香、十三香
的醇厚、熟醉的酒香弥漫在空气中，游客们闻香而来，纷纷涌到
现场。获奖的严记龙虾馆负责人严建军告诉记者，新路湾养殖
的小龙虾个头大、肉质肥美，烹饪后味道鲜甜，“已经被列入我
们的重点采购清单。”

从单纯的水产到融入乡村体验的小龙虾，已经不再是一个
普通的农产品。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单一性，使得稻
田不只生“粮”，还生“金”；塘水不仅是“水”，也泛起了“银”。大
马埠村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农业与文化、旅游、消费市场的融
合潜力，也让这片土地的人们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制种产业的“工业浪漫”

上周末，雷利芳送走了最后一拨来抓龙虾的游客，望着清
完塘的水田告诉记者，几天后，这里就将迎来新的忙碌。

不远处，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人们正在将翠绿的秧苗装车。
“马上要插秧了，现在手机下单就能搞定。”雷利芳用轻松的语
气，讲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变革。

走进农事服务中心育秧中心，只见机械的韵律取代了往昔
的手工劳作。伴随着机械嗡鸣，一个个秧盘在传送带上有序排
列，铺土、播种、浇水、覆土等一系列工序一气呵成。在流水线
的尾端，一条机械臂快速而精准地将秧盘移送至指定地点码
垛。这一自动化、智能化的过程不仅大幅降低了人力成本，也
显著提高了育秧的效率和秧苗的质量。

这套全自动育秧流水线的优势在于其精准性，它能精确控
制铺土、投芽和浇水的量。“每小时生产的秧苗超过 1000盘，播
种均匀度能达到 95%。”据宁波市大宇矢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的技术人员张瑜介绍，以往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育秧工作，现
在只需要四五个工人就能在流水线上完成，劳动强度减少了
70%—80%。与传统的手工育秧相比，全自动化育秧不仅提升
了技术水平，还能有效应对恶劣天气，提高出苗率，并能与多种
插秧机兼容。

但科技创新并非简单替代。在恒温暗室完成 48小时催芽
后，秧苗会被移至露天秧田“练苗”。“就像孩子既要温室呵护也
要户外锻炼。”制种辅导员程远平的比喻，道出辩证法则：机械
化育秧保障基础产能，传统秧田则锤炼作物抗逆性。这种“双
轨制”育秧，使今年首批机插杂交稻制种苗返青期缩短 3天。

育苗自动化只是新路湾制种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如今，农
事服务中心可以根据农户的实际需求，提供包括“全程机械化
作业服务+数字农业+烘干加工”在内的“1+N”服务，确保制种
产业全程机械化率提升至 85%以上。

“以前我们很多工序都得靠人工完成，现在有了机械设备，
每个环节都变得更简单了。”机械化的推动，使雷利芳在传统的
稻田管理中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当传统农业被注入科技力量，生态优势就能承载起更深远
的产业发展。在这片沃土上，越来越多的“雷利芳”从面朝黄土
转向面朝屏幕，乡村振兴的种子深深扎根，生长成愈加欣欣向
荣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传统制种基地的现代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