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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定河流域是横山农业的一个“特例”，往

北是毛乌素沙漠的风沙草滩，往南是黄土高原

的沟沟壑壑，夹在其中的黄河一级支流无定河，

为横山滋养出了这片万亩湿地，并首开陕北稻

田养蟹先河——它是稻香与蟹肥交融的陕西省

榆林市横山区响水镇驼燕沟村。

近日，记者俯瞰驼燕沟村稻蟹养殖基地，只

见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水稻生长正旺，围田而

建的蟹沟水面平静，稻田蟹正在水下休养生息。

这里自 2012年从辽宁盘锦引进河蟹养殖

成功以来，养殖面积和养殖户逐年增加，实现了

“一田两用、一地双收”，用“农业+旅游”的路子，

让乡村振兴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稻蟹共生 一地双收

近日，在驼燕沟村的田间地头，到处可以看

到人们忙碌的身影。在蟹稻田旁，只见工人们

轻轻拉开网兜，行动敏捷的小蟹苗就争先恐后

地从兜里窜出来，钻入池底。经过前期的精心

养殖，这批投放的蟹苗有望在中秋节前后“爬”

上居民的餐桌。

“稻蟹共养”模式是将水稻种植和河蟹养

殖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技术，其中以驼燕沟村为

代表。这样的种植养殖模式，纯绿色无公害，可

带来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稻因蟹而优，蟹因稻而贵。“稻蟹共生”依

托稻养蟹、蟹养稻的生态养殖方式，不仅提升

了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减少了化

肥、农药使用量，可以有效提高螃蟹和水稻品

质，实现共生双丰收。通过种好水稻，养好螃

蟹，驼燕沟村做足稻田里的产业文章，鼓足村

集体经济“钱袋子”。

近年来，横山区以无定河沿岸为主线，重点

把无定河上游打造为省级农业示范区，把无定

河中下游打造为稻渔综合绿色种养区，把芦河

东岸和无定河南部区域的高标准农田打造为旱

作节水农业先行区，依托“一带三区多点”带动

产业增效、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

宽幅梯田 种出致富希望

作为驼燕沟村党支

部书记，乔俊宏依靠多

年种植经验，带领村民

精心耕种、科学管理，通

过新技术、新机具、新品

种、新思路的应用，开拓

出一条陕北水稻种植的

新路子。

2021年，驼燕沟村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股份

集体经济合作社，合作社现有蟹苗养殖基地

7000亩，成蟹养殖4000亩，采取自主经营、合

作经营、托管经营三种方式，纯收入按照“118”

比例进行分配，即合作社每年经营利润留取

10%的公积金和10%的公益金，剩余的80%用

于股民分红。

两年来，合作社生产经营共盈利787084.39

元，其中村集体分红25385.94元，公益公积金

58964.45元，股民分红共计702734元。

近年来，驼燕沟村通过土地流转，逐步引导

无定河两岸种植大户建立“稻蟹共生”复合型农

业生产模式，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

振兴奠定坚实基础，稻田养蟹已成为横山无定

河特色农业的一张靓丽名片。

截至目前，横山区已发展“稻蟹共养”4万多

亩、养殖户34家，稻渔综合种养亩均增收1000

元以上。

稻蟹结合 藏粮于技更科学

依托无定河的天然优势，驼燕沟村积极发

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产业互补作

用，形成了三产融合的生态循环产业。即以水

稻种植为核心，利用“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引进

螃蟹养殖，同时利用宽幅梯田种植小杂粮，并将

农作物秸秆作为牲畜饲草新建肉牛养殖厂，不

断将第一产业发展壮大；在第一产业基础上，高

效发展大米加工、饲草加工等第二产业，不断延

伸产业链，探索发展米糠油、大米酒、米粉等新

型产业。

近年来，为推广好稻蟹种养技术，横山

区响水镇开展多层次培训，加强养殖户与

技术人员的经验、技术交流，聘请技术专家

进行专业指导，开展河蟹食性研究，发展壮

大产业链。

稻渔综合种养，是通过充分利用稻渔

互利共生关系而形成的稻渔复合生态系

统，对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高效农业，

打造横山水产品、横山有机大米品牌具有

重要意义。

响水镇党委书记邢海燕表示，下一步，将结

合无定河湿地自然景观、稻蟹水田、宽幅梯田小

杂粮示范基地不断开发农业观光旅游和研学等

第三产业，逐渐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循

环经济，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不断谱写响水

镇生活富裕新篇章。

盛夏时节，走进陕西省榆

林市子洲县驼耳巷乡白岔村，

只见家家户户的庭院干净整

洁，菜园里瓜果蔬菜生长正旺，

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来，看看我家的院子，养

的羊，种的各类蔬菜，后面还有

桃、李、杏、枣，坡地上还生长的

野生黄芩。临近傍晚，正在菜

地里拔葱的村民贺光荣热情地

邀请大家参观他家一年四季瓜

果飘香、美丽生动的前庭后院。

农家小庭院，能有大作

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写

入“庭院经济”，明确提出“鼓励

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

院经济”。如今，驼耳巷乡一个

个农家庭院正变身美丽新天

地、增收“聚宝盆”。

农家庭院总体面积不大，

但却打点得分外好看，前庭种

植着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

等各式蔬菜，羊圈里养着七八

只羊，还有各种花卉以及黄芩；

后庭有葡萄架、苹果树、土豆

等，小小庭院十分精巧。

“别看这院子小，一天下来

也忙得很。喂完羊，再将成熟

的瓜果蔬菜采摘后拿到市场上

卖，也能赚到不少钱。像一只

羊，价格好的时候能卖到2000

多元，一年下来，这小院子也能

给我带来上万元的收入呢！”贺

光荣笑着介绍。

庭院虽小，作用却不少。“庭

院经济”既有效解决了农村闲置

土地、剩余劳动力就业等问题，

又实现了美化农家、扮靓乡村、

致富农民的目标，让业态繁多的

“微经济”催生着美丽乡村发生

“蝶变”，“方寸闲地”焕发出勃勃

生机。近年来，驼耳巷乡顺应农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宜

居宜业为目标，以盘活利用闲置

资源为突破口，引导村民大力发

展“庭院经济”。目前，全乡推进

7个行政村368户群众发展庭院

经济，全乡初步形成了“山里有

芩、院里有菜、圈舍有羊、空中有

果”的立体“庭院经济”特色发展

模式。

如今，“庭院经济”不仅能

产生效益，也让村里的环境越

变越好。“发展‘庭院经济’见效

快、经营灵活，投入也小，村民

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能增加

收入，同时也

全面提升了村

庄的人居环境

水平，一举三

得。”驼耳巷乡

党委书记拓明

明说。

今 年 以

来，驼耳巷乡

把“庭院经济”

建设与传统优

势产业黄芩、

湖羊以及建设

美丽乡村结合

起来，制定了

以养殖湖羊为

主、种植蔬菜

杂 果 为 辅 的

“庭院经济”发

展小目标。目

前，全乡已兑

现整村推进资

金142.7万元，

户均预期收入

提高 1.8 万元

以上。通过种

养相结合的模式，驼耳巷乡村

民不仅顾得了山里的中药材产

业，也丢不了房前屋后的“庭院

经济”小产业，增收的渠道越拓

越宽。同时，村庄入户道路、采

摘步道、院落围栏、垃圾清理、

厕改等环境卫生整治都已到

位，美丽庭院扮靓了村民幸福

生活。

拓展“庭院经济”延伸功

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驼耳

巷乡以庭院经济为契机，开展

“最美庭院”“栓正人家”“勤劳

致富”“诚实守信”等评选活动，

对环境较好、利用高效、整理有

序、运转良好以及家风和谐的

家庭给予表扬和奖励，以家庭

“小美”推动乡村文明“大美”。

庭院小经济，乡村大振

兴。驼耳巷乡各村庄因“庭院

经济”而焕发全新面貌，开启了

新的致富道路，这让原本脏乱的

农村庭院

蜕变为美

丽乡村中

亮眼的景

观小品，实

现了美丽

和经济的

双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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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燕沟村稻蟹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投放蟹苗驼燕沟村稻蟹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投放蟹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