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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水稻基地田头的驯鸭
人李浴兴吹响了铁哨，远远望
去，稻在水中摇，鸭在稻间游，鸭
子们“嘎嘎嘎”欢叫着，扑腾着翅
膀，成群结队向李浴兴身边赶
来。李浴兴是这片“稻鸭共作”
试验田的日常管理人员，看到被
称作役鸭的鸭子赶到，他拿起身
边刚从河里捞起来的鲜嫩浮萍，
喂起了鸭子。聚拢过来的鸭子

很快把食物吃光，四散而去，“消
失”在稻田里。

李浴兴说，鸭子总数约1000
只，6月15日按每亩15只的标准
放养在这片标准试验水田里。
由当时的拳头大小、刚孵出两周
左右长到如今每只已2斤左右，
10月10日就能收上来集中管理
了。虽然这片试验田特别大，但
这些放养的鸭子经驯养，已习惯

一听到哨子声就聚集到驯鸭人
身边。李浴兴表示，通过长时间
的观察，他发现和其他养殖户喂
养的鸭子除了在品种上不一样
外，这些稻田鸭每天还特别

“嗨”，动不动就会叫上几声。这
些鸭子跑得也快，在稻田里“穿
梭如飞”，野性十足。虽长得不
肥，可大家都明白这种鸭子的营
养更丰富。

新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成就了这对新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成就了这对““CPCP””：：

稻花香里说丰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鸭声一片听取鸭声一片
惠山区的万马村，在大运河与

洛玉路之间有一大片开阔的稻田。
这里不久前经过大规模的田容田貌
整治，呈现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稻田里有一群毛茸茸的小鸭子，它
们一会儿在青青的水稻间穿梭觅食
嬉戏，一会儿到田埂上整理羽毛和
休息……这是记者日前在尚田小镇
有机稻鸭基地看到的情景。

惠山区尚田小镇今年开始探索
“稻鸭共生”新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一田三收，在今年丰收季，绿色生态
旅游、有机大米和绿色生态鸭，将为
农民打开增收致富的新通道。

唐荣德是惠山区洛社镇农业服务中心
资深技术员，从事农业工作30多年。他
说，如今随着锡西风光带建设向纵深推进，
打造高效生态农业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把自然的事情交给自然”，他认为这是崇
尚高效原生态种植法的新农人的追求。

为测试“稻鸭共生”稻田的种植效果，
尚田小镇特地选择了两片相邻且面积相等
的水稻田进行测试，一片采用“稻鸭共生”
模式，一片遵循传统自然种植，唐荣德固定
时间到进行实地查看、抽检监测。从监测
结果看，“稻鸭共生”的稻田里几乎找不到
病虫害。唐荣德表示，上世纪80年代，洛
社一带种植有约2.8万亩水稻，后来种植面
积减少。今年洛社约有2000亩水稻，比去
年增加了约600亩。随着国家对种植户相
关补贴的持续投入，高效现代农业的发展
会提速。

赵兴认为，稻鸭共作新模式的采用，最
重要的是会带来大米的品质提升。无论白
天和夜晚，鸭子们一直生活在稻田里，两者
相互依赖、互惠互利。这种模式最大限度
保证了稻米的纯天然，生产出优质的绿色
无公害稻米，还能提供生态可食用的美味
鸭子。如今，尚田小镇的优质大米市场售
价达到每斤5-6元，一个多月后上市的“稻
鸭有机大米”售价预计能达每斤10元。按
亩产稻谷1200斤折合成大米840斤来算，
每亩地预计收入为8400元米钱和售卖鸭
子的1200元，效益可观。

稻鸭共生带来的环境变化让该村村民
顾先生开心不已，一有空他就喜欢在田周
边转悠，闻闻田里飘来的泥土气息和稻
香。他也觉得，农场主把除虫施肥的任务
交给小鸭子，土地的“味道”会变得更加纯
粹自然，村民和游客都喜欢，“梦里水乡，小
康日子”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开，日子会越来
越红火。 （晚报记者 黄振/文、摄）

万马村工作人员李女士表
示，尚田小镇从村里流转了约
500余亩田地规模化种植，“稻鸭
共生”试验田让万马村感受到了
生态养殖的魅力。在水稻间养
殖鸭子，鸭子与水稻形成微型生
态系统，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
量，尤其是提升了环境质量，这
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另一方面

是能产出优质高效的农产品。
村里盘活农田，不仅整合了水稻
种植基地与果蔬种植基地，六次
产业园与尚田小镇的相继推出，
让种植户们的口袋越来越鼓，日
子蒸蒸日上，村民们比从前更有
干劲了。

赵兴更是现场算了一笔账：
役鸭新陈代谢所产生的粪便，可

以为稻田提供丰富的肥料，节约
了施用有机肥的成本，有机肥比
以前少用一半。购入每只6元的
雏鸭，长成后以每只80元卖掉，
又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这些鸭
子现在几乎都有了“下家”。稻
田鸭在消灭稻飞虱、稻叶蝉、稻
螺甲、福寿螺等的同时，也让自
己身价倍增。

“这个是从镇江引进的成熟
技术，目前试验情况良好，明年
准备扩大种养面积”，尚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农业管理公司总
经理赵兴对今年的稻鸭共作模
式充满期待。每天不管多忙，他
都要到田里转一圈，看看稻子与
役鸭的情况。他说，今年选择的
这块试验田共有120亩，分成对
等两部分，种植的都是南粳46
号水稻，之前政府对地块进行了
田容田貌整治，这块地之前是种
植葡萄的，现在成了优质水稻
田。

去年到镇江考察后，他今年
决定从外地农科院引进该技
术。稻鸭共作技术是成片的水
稻田为鸭子提供广袤活动空间
和丰富的田间天然饵料，利用鸭
子的杂食性除草捕虫。那些每
年都令种植户头痛的水稻害虫，
如综卷叶螟、褐飞虱从此有了

“天敌”，尤其是鸭子对稻飞虱的
防治，效果明显。稻田养鸭模式
中鸭子的活动还能减少杂草的
出现。

稻田为役鸭提供充足的水、
适量的食物以及劳作、栖息的场

所，在稻田有限的生态空间里生
产出无公害、安全、优质的大米
和鸭肉，稻鸭共作是一项种养
结合、降本增效的生态农业技
术。赵兴表示，它与以前传统
分散的稻田养鸭最大的区别在
于，稻鸭共作技术把鸭子散养
改为围养，有专门的人员看管
并记录数据，将雏鸭放入稻田
后，直到水稻抽穗为止，鸭子一
直生活在稻田里，这样稻和鸭
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共同生长的复合体系，即稻鸭共
生的生态功能。

哨子一响哨子一响，，稻田里听取鸭声一片稻田里听取鸭声一片

共生共养共生共养，，这对这对““CPCP””互相成就互相成就

一田三收一田三收，，““稻鸭共作稻鸭共作””实在划算实在划算

扩大规模扩大规模，，
““稻鸭共作稻鸭共作””前景无限前景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