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应柳依

稻鳅混养绿色耕作
“ 老 朱 ，恭 喜 呀 ，又 获 大 丰 收

了。”日前，石柱镇上杨村的杨章威

致电古山镇前坑村的种植户朱银洪

道贺。说起种植技术，杨章威表示，

老朱种的一亩水稻田产值可翻数

倍，这其中有什么门道呢？

“因为我的水稻田里有件‘生财

宝’。”朱银洪带着记者来到他的水

稻田埂旁，指着水里活蹦乱跳的泥

鳅介绍，“粗略估计，去年投入到每

亩水稻田的 50kg 泥鳅苗重量上已

翻了一倍，仅这一项，试验套养的其

中百余亩稻田就能增产 7000 多公

斤的泥鳅。”

曾是我市最早一批稻田泥鳅的

“试水者”杨章威如今已转为专供稻

田泥鳅苗的养殖户，他表示，养泥鳅

的确是促进稻田增产增收的好门

路。水稻能在夏天为泥鳅遮阴，稻

田的微生物可供泥鳅食用，泥鳅能

为稻田松泥，粪便能增加有机肥，优

势互补，轻松增收。

泥鳅稻米销售喜人
尽管朱银洪的泥鳅如此高产，

但不愁销路，每公斤零售价70元，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老朱准备来年扩

大套养规模。

不过，朱银洪也坦言，在生态套

作 的 道 路 上 ，他 也 曾 碰 壁 无 数 。

“2012 年时，我初次尝试流转了 20

多亩水田，开始稻田养鳅模式的试

验，没想到血本无归，所有泥鳅苗全

都死的死了、逃的逃了。”说起当年

的失败教训，朱银洪仍觉惋惜，第一

次经验不足，网没拦好，导致泥鳅逃

走不少，又因下田时并未事先有一

段培育时间，入水时间也没选对，导

致又一批泥鳅死亡。不过，他并不

气馁，经反复总结试验，改良套养模

式，终于获得成功。

杨章威表示，目前市场上的泥

鳅稻米每公斤收购价为 10 元，高出

市场普通稻米价格的三倍左右，而

且泥鳅稻田又在化肥、农药、人工等

其它方面的成本把控上省下不少。

低成本、高回报，这种绿色发展之路

使得农民纷纷转型。

“高效益的套养种植使跟风的

人越来越多，不过真正想要投入精

力还需规范操作，得到技术人员的

专业指导才行。”朱银洪提醒。

在种植的过程中，不少农民发

现选择优质、抗病、抗逆性强的水稻

品种是关键，而适合本地种植的稻

米甬优 15 号、甬优 17 号就成了不二

选择。

“这种套养模式最能突显生态

健康理念，因为泥鳅进入稻田是不

能使用任何农药的。在提供泥鳅苗

的基础上，我也适时给予一些技术

支持，比如向种植户讲解如何育苗、

怎样养殖等。”杨章威说，为了保证

生物多样性，稻米收割后，禁止焚烧

田块，多余的秸秆需要碾碎还田。

一田多用效益增收
朱银洪目前的种植基地为 500

亩，其中200亩达到双季种植的高产

量，加上混养一些水产品，实现了一

田多用的超高效益。

记者了解到，除了生态稻米和

生态水产养殖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之

外，连不起眼的秸秆也已受到了市

场的青睐。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每亩 1500 元的价格收购了某生

态耕作的秸秆作为蘑菇种植原料棒

使用。

得知此消息的朱银洪倍感兴

奋：“希望也有企业能上门收购，这

样一来，以后秸秆也不会浪费了。”

稻 田 里 套 养 泥
鳅和小龙虾，一田多
用，一季多收。在我
市，这种稻田生态种
养 结 合 的 新 模 式 悄
然生根开花，有效地
提 高 了 稻 田 的 综 合
利用率，鼓起了种植
户的“钱袋子”，生态
无 污 染 也 确 保 了 消
费 者“舌 尖 上 的 安
全”。

稻鳅生态套作 水稻丰产泥鳅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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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家年夜饭餐厅
承诺安全供餐
动态量化评定B级以下单位
停止承接业务

□记者 吕高攀 通讯员 池娜

本报讯 12 日，市市场监管局召开

2017 年永康年夜饭供餐单位负责人会

议，集中约谈全市34家年夜饭供餐单位，

签订《年夜饭食品经营安全工作承诺书》。

此次约谈工作对我市年夜饭供餐单

位提出了明确的食品安全要求，每个供

餐单位在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的同时，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厨房管理做到整理

到位、责任到位、执行到位、培训到位，严

格控制关键环节食品安全；落实原料采

购索证索票、食品留样及餐饮具消毒制

度，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规范操作并记录。

市市场监管局还将对供餐单位进行

现场检查并开展抽检，对存在证照不全、

抽检不合格、健康证持有率未达到100%、

动态量化等级评定达不到 B 级以上的经

营单位将责令停止承接年夜饭业务，通过

严格要求、严格监管、严格执法，保障年夜

饭食品安全，并邀请广大市民共同监督。

部分菜价小幅上扬
丝瓜堪比“蒜你狠”
藕笋迎来平价期

□记者 应柳依 实习生 应梦

本报讯 “丝瓜每斤要卖 9.5 元，怎

么这么贵？”18 日不到 9 时，华丰菜场东

门边角上，市民周阿婆正在追问摊主。

“没办法呀，拿货就要8元，又涨了近

1元，要是存货卖不完还得亏。”摊主童兴

根无奈地解释，最近天气冷了不少，反季

蔬菜价格上涨得厉害。

在我市其它菜市场、超市生鲜区也

出现了部分蔬菜价格上涨的情况。数据

显示，近期毛豆、尖椒、黄瓜等蔬菜价格

上涨比较明显。不过，马大嫂的菜篮子

也不完全是变“重”的，肉禽蛋、水产品及

粮食类价格近日依然维持稳定。

最近，藕的价格也降幅较明显，在新农

贸城菜市场和城西菜市场每公斤均下降了

3元，降幅较大。据多家菜场的工作人员

反映，菜价出现涨跌是由气候、节假日、

储备情况等多方因素造成的，随着农历

年渐近，菜价还会持续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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