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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备耕时节，田头的粮食作物

长势怎么样？2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浦头镇王庄村，

惊讶地发现：一条幸福路，两边大不

同：路南，绿油油的麦苗长得茁壮；路

北，几亩田地却一片“荒凉”。

“路北这20亩地是育秧田，一年

只种一季水稻，不种小麦。这片地要

等到4月份才会松土、平田、开沟，为

铺盘育秧做准备。”浦头镇加迟农业服

务专业合作社社长王加迟抓起一撮

土，一边揉捏一边介绍。“路南的小麦6

月10日前要结束小麦收割，收割后开

始插秧。路北这没有种小麦的地，就

是为插秧做准备的。”

王加迟种了20多年的地，承包的

田地从 300 多亩增加到了 1200 亩。

“以前种田主要是靠人力，现在种田轻

松了，全程交给机器干。”除了自家的

1200亩田，王加迟还托管了邻近乡镇

的2400亩地，要是按老法子种田，就

算农机“全上阵”也要手忙脚乱。

“我们合作社有各类新型农机70

多台套，实现了耕、种、收、植保、秸秆

还田、烘干一条龙全程机械化服务，每

年服务3.5万亩的田地。”王加迟告诉

记者，以前小麦水稻轮流种植，后来有

了“麦套稻”的种植模式。于是在

2014年的时候，他决定开启新种植模式：空出小部分田

不种小麦，专门育秧。

“水稻收割后，这20亩育秧田经过20天左右的培

育，秧苗可以长到15公分左右。一亩地育的秧苗可以

供应80亩的水稻种植。”王加迟告诉记者，由于本地没

有试过这种模式，开始吃过不少亏，秧苗太密集导致秧

苗坏死、时机把握不准导致秧苗烂根、田地不平整导致

出苗不齐等。“摸索了两年，现在按照1:80的育秧标准，

匡算好下种时间。到了6月份，那边小麦割完，这边秧

苗正好下田。”

“和传统种植方式不一样，村民有疑惑很正常，但规

模化种植要换个算法。”王加迟算了笔账：一亩地的小麦

产量在800斤左右，可得900元左右的收益。但是一亩

地培育的秧苗可以种植80亩的水稻，水稻亩产1200斤

左右，按照 1.4 元每斤的标准，80亩的水稻可以收益

134400元。我这边有20亩“荒地”作苗床，可以供应

1600亩的稻田，秧苗的价值就更大了。“这样算虽然不准

确，但扣除各项费用后，一亩地育秧的收益肯定要远远高

于用来种小麦的收益。而且育秧结束后，这片田种上水

稻，又是一笔收益。” （据《扬州日报》）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永乐蛙业专

业合作社的5吨鲜活牛蛙在新加坡顺

利通关，这是今年该合作社出口新加

坡的首批订单。自2022年以来，永乐

蛙业专业合作社牛蛙出口额达230余

万元，开拓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

场。谁也没想到，“其貌不扬”的牛蛙

竟成了当地农户的“金疙瘩”。

据了解，合作社负责人谢粉祥牵头

领办永乐蛙业专业合作社，从养殖5对

种蛙开始，采取“公司+村合作社+农

户”模式，推动牛蛙养殖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

2022年5月，面对新加坡客户的采

购订单，谢粉祥却眉头紧锁。原来早在

2005年，合作社就曾尝试出口牛蛙，但

发运的几批牛蛙都因为船期问题，到港

后开箱死亡率过高，被客户拒收，损失

惨重。这让谢粉祥十多年来不再敢想

出口的事。但是随着国内市场竞争越

来越激烈，谢粉祥意识到还是要尽力尝

试走出国门。

后来，合作社完善了养殖场各功能区规划和

养殖管理制度，并优化废弃物处置等，确保符合监

管要求。同时，为符合新加坡相关准入要求，合作

社建立了自检自控计划，构建了牛蛙标准化饲喂、

养殖体系。很快，谢粉祥拿到了出境水生动物养

殖场资质证书，成为江苏唯一一家具备出口资质

的牛蛙养殖企业。

随着国外市场的开拓，合作社牛蛙养殖产业

更加欣欣向荣。如今，牛蛙养殖面积超过1000

亩，建有蛙池509个，2022年销售额达1800余

万元。 （刘淑桢 吕夏）

馒头在农村售卖一般5毛钱一个，然而河

南省郏县长桥镇农民郭亚培居然把馒头卖到

了 3 元一个还供不应求。这馒头缘何能卖如

此高价？

走进位于长桥镇的平顶山绿禾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馒头生产车间，20多名女工一字排开，

正在揉面、制作馒头，车间一派繁忙景象。馒头生

产车间里，一台台大型电气化蒸馒头机正在运转，

散发出腾腾热气。

“时间到，出笼了！”随着蒸馒头师傅一声响亮

的吆喝，一笼又一笼散发着麦香味的馒头新鲜出

锅，被码放在一个特大案板上。放凉后，工人马上

包装，随即通过物流给顾客们发货。“我们的馒头

叫富硒馒头，是采用3种优质品种小麦经石磨磨

成面粉制作而成的！”馒头入口，面香味直入心脾，

筋道，回味悠长。

“今年馒头订单有20万元，每天加班加点干

还供不应求！”郭亚培累并高兴着。

郭亚培是长桥镇东长桥村人。近年来，他规

模化种植小麦和玉米，并逐步把土地改良为富硒

地，引进黑小麦、黑小米、黑花生等优良新品种进

行种植，随后又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把自己种的黑

小麦、绿小麦、香小麦、糯小麦用石磨加工成面粉，

以手工老酵子发面，蒸出的富硒馒头口感筋道，麦

香味十足。

“我们从腊月开始就开始满负荷生产了，每天

生产1200斤馒头，一出锅就全部销售一空。”郭亚

培介绍，他的富硒馒头一箱30个90元，经快递公

司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

“我们不仅有富硒馒头，还有富硒的杂粮、蛋

糕等一系列产品，春节期间仅富硒馒头就有40多

万元的收入。”郭亚培说。 （刘迎旭 孙书贤）

近日，在浙江省宁海县三门湾现代农业开发区宁波

原坊科技有限公司里，工作人员正在捕捞对虾。只见虾

池清澈见底，一网兜下去，活蹦乱跳的对虾出水了。

“我们的对虾已经长到12厘米以上，每斤有40尾

左右，春节期间对虾价格高，卖到了每斤26元。”宁波

原坊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筱杰介绍，工厂化养殖

对虾，不再靠天吃饭，上市时间也更加灵活。

据了解，对虾最佳养殖环境是28℃，冬季露天养

殖无法生产。而工厂化养殖，从每年9月到次年5月都

是最佳生产周期，正好补足春节前后的对虾市场供

应。杨筱杰介绍，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品

质、口感都很好，还没上市，就预订一空。

更可观的是，露天对虾养殖是春季投苗，秋季收

获，一年只能养殖一茬，亩产量在1000斤左右，养殖周

期较长，且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而工厂化模式，可实

现全年不间断养殖。据统计，数字化养殖的对虾存活

率达到95%以上，亩产量最高能达到3万斤，8个车间

全部投产可实现年产值6000万元以上。

现代工厂化养殖模式离不开智能化技术的支撑。

在原坊公司的养殖车间内，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随

处可见的是各种传感器、控制器，可以实现环境参数采

集、数据自动分析、现场自动控制和疾病预警等，能营

造出最佳养殖环境。

一系列数据的收集，还可以建立对虾的生长曲线、

食量曲线、活动力曲线、体重曲线，构建环境监测、饲料

投喂量等系统，实现精准投饵，有效解决传统养殖中盲

目投喂的问题。

在原坊公司的控制中心，能够通过大屏幕看到虾

池的实时画面和各项数据。“虾池里的虾‘吃’得好不

好，‘住’得舒不舒服，我们都一目了然，系统还可以监

测虾池情况，如有突发状况可以远程提醒，及时作出反

应。”杨筱杰说。 （雷少斐）

越来越美的乡村不仅留得住乡愁，

还可以承载年轻人的梦想。近年来，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不少打工

青年选择回乡创业成为新型农民，在家

门口找到了一条更宽阔的道路。

近日，笔者走进贵州省长顺县代

化镇纳傍村岩脚组新风兔业养殖基

地，养殖户杨昌荣正在给肉兔添加饲

料，并一一查看兔子的生长情况，肉兔

在他的精心照顾下，一只只膘肥体胖，

长势喜人。

杨昌荣是一名00后的大学生，今

年22岁，去年毕业后在广东务工，因

从小怀着自主创业的梦想，凭借满腔

热血，毅然辞掉工作回乡谋划创业。

“养殖基地是2022年3月建成，

目前有130只种兔，1600多只肉兔，

现在已经销售了四批，上一批销售了

1000多斤，总收益3万元左右，下一

批也有客户预订

了。现在的市场价

格也是相对稳定，

我的肉兔供不应

求，主要是销往四

川、重庆等地区。”

养殖户杨昌荣说。

杨昌荣说，一

开始邻里乡亲都认

为从大山里考出去

的大学生，应该找

一份体面的工作，

或留在大城市闯出

一番事业才算是有出息。尽管如此他

依然坚定自己的想法，不断探索市场和

学习养殖技术，现如今养殖基地迎来了

一批又一批订单，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由于肉兔具有繁殖快、投资小、见

效快等优点，截至目前，杨昌荣纯收入

达8万元。

致富不忘乡邻，关于未来发展，杨

昌荣说，将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继续

扩大养兔产业发展规模，通过产业发

展，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致富奔小康。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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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眉“兔”气！
00后大学生返乡创业当起“新农人”

引进黑小麦、黑小米、黑花生等
种植，延长产业链

开发富硒馒头
3元一个仍畅销

工厂化养殖对虾
没上市就预订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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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荣展示养殖的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