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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山嶂青社区，农机收割员
钱泽平开着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
据钱师傅介绍，该地区从11月1日开始
收割，预计到20日结束。“今年是个丰收
年，产量高、质量优”，钱师傅每天工作8
小时，每天可收割约50亩地。

记者向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
滨湖区种植水稻面积1200亩，亩产量约
1250斤，较去年略有增长。目前，滨湖
区优质食味稻米覆盖率达99%。今年滨

湖区在马山蔬菜公司水稻生产基地实施
市级水稻绿色高产高效示范推广项目，
创建示范片规模200亩。示范片以优质
食味品种为基础，主要种植南粳 46、苏
香粳100，以机插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
秸秆全量还田技术、病虫草综合防控技
术等为支撑，以绿色优质大米生产为主
攻方向，亩净效益比大面积增加300元
以上。

（潘凡/文、摄）

本报讯（晚报记者 袁晓岚）昨天，马
大嫂钱阿姨一早去菜场，一听特价大闸蟹
只要5元一只，而且个头不算小，一口气买
了10只。记者走访无锡大闸蟹市场发现，
最近几天大闸蟹遭遇“断崖式跌价”。业
内人士表示，目前塘口价平均每斤要比去
年同期便宜十几元，今年螃蟹“烂市”几成
定局，不少蟹农欲哭无泪。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真不敢相信！”
钱阿姨说，大闸蟹的个头看上去在1.5两
左右。一开始以为听错了，和摊主再三确
认后才敢下手买。钱阿姨表示，同样规格
的大闸蟹去年至少要8元一只。记者走
访市场发现，今年吃大闸蟹确实是“捡便
宜”了。在周新路农贸市场一水产摊位，
2.5两的母蟹和3.5两的公蟹售价为10元
一只。“还有5元一只的，不过一早就卖光
了”，摊主见记者不动心，让记者第二天清
早来“捡便宜”。逛了一圈发现：3.5两公
的35元一斤，2.5两母的45元一斤。1.8
两母的卖8元一只，更小点的只要5元一
只。一位有着多年螃蟹销售经验的水产
经营户透露，眼下已进入母蟹食用最佳季
尾声，有的母蟹黄开始发硬、有籽出来了，
口感和一周前相去甚远。倒是公蟹的品
质正在快速追上来，一些成熟早的已膏满
肉肥了，不过最佳食用季还要等一周左
右。

无锡农商协会河蟹分会会长储生锋
介绍，今年不少蟹农都更换了蟹苗品种，
新品种个头本来就要比老品种大些。加
上今年江苏地区气候适宜，大闸蟹个头普
遍偏大。“今年螃蟹饵料又比前两年便宜，

因此小鱼也喂得多。”多种因素“催肥”了
今年的大闸蟹。总的来看，今年的本地蟹
无论是块头还是品质都普遍好于往年，且
地产蟹每亩增产50-100斤。

一位常年做螃蟹出口的蟹农透露，最
近几天，大量高品质大闸蟹滞留深圳、广
州等地，没法去香港。而往年，每天有近
10吨的量由此“爬”出去。他表示，高品质
蟹价格上不去，大众蟹的价格也被“压”下
去了。恰逢“双11”期间物流不是很通畅，
导致螃蟹在一周内每斤掉价3-5元。加
上中秋节“蟹券”经纪人的搅局以及兴化
蟹的来势汹汹，今年的本地螃蟹“烂市”，
很多蟹农是保本甚至亏本甩卖。

据了解，今年小螃蟹的价格和去年同
期相比跌了十几元，大螃蟹则要相差20-
40元。目前本地蟹4两公规格的塘口价
每斤25元，而去年此时要卖到四五十元。

“几乎是拦腰斩。“一位本地蟹农透露，一
周前4两公规格的塘口价还能卖到32-35
元，短短两三天掉了好几元。此外，去年
国庆期间2两母蟹每斤45元，今年国庆还
维持在30-35元，而现在掉到了23-25
元。储生锋表示，国庆前他就劝一些熟识
的蟹农趁国庆期间价格适中，把母蟹在10
月3日前“抛掉”，一些没舍得抛掉的如今
追悔莫及。

“去年虽然没前几年行情好，但也不
至于亏本。”一位本地蟹农说，去年养得好
的一亩能挣个近万元，中间梯队的能挣五
六千元，大众梯队的则是两三千元。而今
年即便养得好的蟹农，每亩也只能挣两三
千元，很多蟹农很可能亏本。

阳山镇工作人员张女
士表示，目前这里作为阳
山最大一块水稻种植区，
创新了立体混养的模式，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陈峰
表示，水稻具有很强的净
水能力，能有效吸收氮、磷
等富营养化元素，不仅保
证了青虾养殖的水质良
好，而且它能稳定水体温
度 ，为 青 虾 提 供 栖 息 场
所。水稻生长全过程没有
使用农药和化肥，鱼塘米
和鱼虾为完全有机食品，
颇受市场欢迎，价格高仍
旧有顾客买单。原来这里
为碱性较高的地块，土块
坚硬，蓄水保肥性能差，但
通过实施稻鱼种养，土质
有明显改善，因为鱼类等
生物体的排泄粪便，增加
了土壤有机质含量。

“这一处是水质酸碱
度数值，旁边是水温、溶氧
量等数据……”今年，这里
还用上了农业物联网技
术。在混养区控制室，屏
幕上的数据把整个种植区
的情况来了个全覆盖。陈
峰表示，这些数据在手机
上就能看到，一旦数据有

变化，立马就可通知农民
去操作，眼下那么大一片
种植区就两个工人，大大
节省了人力成本。

从惠山区了解到，该区
近几年着手探索渔稻混养
模式，以此促进现代农业提
质增效和农民增收。眼下，
不止在阳山的住基村，玉祁
的水稻园也发展了渔稻混
养模式，取得了不错的生态
和经济效益。一水两用、一
田多收、种养结合、生态循
环、绿色发展为主要特征的
渔稻生态综合种养模式受
到农民欢迎。

业内人士介绍，渔稻
综合种养是近年发展起来
的一种新型稻田养殖技术
模式，充分利用生物共生
原理，水稻种植和鱼类养
殖相互促进，在水稻不减
产的前提下，能显著增加
稻田综合效益。稻田综合
种养将“鱼”“米”结合，在
生态建设和农民增收上努
力创新，是建设现代“鱼米
之乡”的新路子。“稻田综
合种养既可保住国家的

‘米袋子’，又能鼓起农民
的‘钱袋子’”。 （黄振）

塘口价每斤比去年便宜十几元

大闸蟹“断崖式”跌价，吃货开颜蟹农愁

“鱼米之乡”探索
现代发展新路
渔稻生态综合种养模式鼓了农民钱袋子

无锡阳山除了水蜜桃外，还有“渔稻混养”模式。眼下，
阳山镇住基村渔稻混养示范区几百亩稻谷颗粒饱满，即将迎
来丰收季。在一块块稻田周围，混养的肥美青虾、黄颡鱼也
即将游上市民餐桌。值得一提的是，经过3年多的探索和实
践，开镰后“稻虾共作”“渔稻混养”的亩均收益将是原来纯种
植水稻的数倍。

不适宜种水蜜桃的拆迁地块，实现了另一种丰收

“已与上海的精品超市
以及阳山当地的精品民宿
联系好了，开镰后收获的大
米他们收购”，昨天，在住基
村渔稻混养示范区，工作人
员陈峰介绍道。现场看到，
金黄的稻田一片丰收景象，
不时有成群的白鹭鸣叫着
掠过。拿起渔网悄悄走进
田里的虾塘，一网下去鱼虾
便跳跃不停，激起了一团团
水花。陈峰说，田里是新的

“南粳 46”号稻，跃出水面
的是太湖一号青虾，不远处
塘里还有黄颡鱼和甲鱼。
园区总面积400亩，眼前这
片100亩不施农药化肥的
水稻田出产的鱼米已“名声
在外”。普通米几元一斤，
好一点的东北大米10元左
右，而这里的米能卖到近
30元，还得提前预定。单

论亩产效益今年能达到
5000多元。

陈峰介绍，这片田原
来是村庄，拆迁后这里并
没种植水蜜桃。离此不远
是锡溧河，村里分析该田
块地势低洼，地下水含量
多，种植水蜜桃会烂根、淹
死，未必能达到增产增收
目标。经过和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技术合作，采取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开
发模式引导当地农民致
富。2017 年开始动工，经
过 3 年的不断尝试，作为
无锡新型稻田综合种养建
设，这里充足的水资源和
富含矿物质的火山灰土壤
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水稻以
及鱼类生长环境。采用渔
稻混养综合种养模式，效
益翻番，鼓了农民钱袋子。

种养模式由粗放变科学，生态与经济效益共赢

滨湖喜迎水稻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