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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8月27日讯（记者 谭
琦）龙虾“搬”进水稻田安家，这种“稻虾共

生”的模式，是近年来海南探索耕地效能

提升的“妙招”。记者从海南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海南通过

建设稻渔综合种养基地，在整合耕地资源

的同时，提升耕地的单位产值，增加农民

收入。

在三亚市海棠区升昌村，高秆水稻与

澳洲蓝龙虾成为上下铺的“舍友”。“我们

引进由浙江大学研发的高秆稻种，高秆稻

的生长高度约1.5至1.8米，可以提高养

殖水位、稳定水温，达到稻虾共生的环

境。”荟锋农业发展（海南）有限公司特聘

专家徐元方介绍，澳洲蓝龙虾每日产生的

排泄物和食物残渣，通过稻田有益微生物

系统进行分解，形成的有机肥料被水稻吸

收利用；而高秆稻又给澳洲蓝龙虾提供遮

阴降温的环境，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原来荒废的农田，摇身一变成为亩产

值超万元的良田。三亚市海棠区升昌村

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成员颜友成算了一

笔账：单独种水稻亩产最多800斤，“稻虾

共生”每亩平均养殖龙虾600斤，每亩增

收近万元。

今年年初，琼海市博鳌镇莫村村委会

也启动了“稻油虾轮作”“稻虾共作”生产

模式。2023年5月，琼海莫村农业农民

互助合作社把村小组耕地进行整合，入社

农田达868亩。

“我们引入了两家稻虾生态农业企

业，将整合出来的500余亩耕地统一出

租，实施稻虾轮作生产模式。”琼海市博鳌

镇副镇长庞启明说，与单一种植水稻模式

相比，每亩年净收入可增加6000元以上。

据琼海江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秦红明介绍，在“稻虾共作”过程中，

小龙虾蜕去的壳和产生的粪便成为促进

水稻生长的有机生物肥，小龙虾以稻田里

的浮游生物、害虫、杂草等为食，减少了农

药与小龙虾饲料使用，提升了生态效益。

今年年初，莫村投放的首批218亩小龙虾

苗经过 40天的养殖，小龙虾亩产量达

210斤，每斤收购价30-50元。此外，稻

谷亩产量预计约800-1000斤，每斤大米

售价约10元，再加上水稻收割后种植有

机油菜，实现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大幅

度提升了农田的经济效益。

稻渔综合种养基地是海南提高耕地

利用综合效益的创新具体措施之一。日

前，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促进稻渔综

合种养产业规范发展，进一步强化耕地资

源保护，防止耕地“非粮化”。据悉，海南

计划到2027年，实现稻渔综合种养的地

区粮食产能稳步提升，水产品供给能力明

显加强，发展一批绿色高效的农业发展模

式，推广10000亩稻渔综合种养基地，打

造2个稻渔综合种养相关的产品品牌。

南国都市报8月27日讯（记者任桐
通讯员吴钟岗刘元魁）中秋将至，各地

月饼“争奇斗艳”，海南也不例外，各市

县风味不同的月饼忙碌生产，争相上

市。近日，记者走进屯昌一家月饼生产

厂，这里正在生产屯昌黑猪金腿叉烧五

仁月饼，据说，今年，这款融合了地方

特色的月饼备受消费者青睐。

走进位于屯昌大道的屯昌县昌味之

源食品有限公司，记者看到，生产加工

车间内，10余位工人正娴熟有序地进行

各类月饼制作，鲜美的本地黑猪肉搭配

香醇的特调酱汁使得现场弥漫着浓厚的

“中秋味儿”。

该公司生产主管洪秀明正忙碌地游

走在各个工作区域，悉心指导每一位工

人进行馅料调制、模具压制、成品打包

等工序。她告诉记者，今年，公司推出

的月饼种类多样，包括蛋黄莲蓉、传统

五仁等口味，其中“黑猪叉烧五仁月

饼”为主打款式，其原材料取自本地黑

猪优质后腿肉，制作工艺也独具匠心，

鲜香的黑猪肉叉烧结合传统的五仁馅料

在味道上形成了独特的层次感，肉香配

上果香与皮香，甜中带咸，迎合了不同

年龄层消费者的口感需求。

屯昌本地黑猪金腿叉烧五仁月饼凭

借独特的风味和优质的“国字号”原材

料，吸引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成为

今年中秋佳节产品的热门选择，多家厂商

的销量持续走俏，市场需求显著上升。

截至目前，屯昌已有“昌味”公

司、广兴酒家等品牌厂商推出黑猪叉烧

五仁月饼及系列衍生产品。

黑猪肉“牵手”五仁

地方特色食材为屯昌月饼注入“灵魂”

屯昌月饼厂生产加工车间。（屯昌融媒体中心供图）

昌江亿欣纸箱包装厂项目

预计10月竣工
年底投产

南国都市报8月27日讯（记者程
小丹）昌江亿欣纸箱包装厂项目自今

年3月开工以来，按照时间节点，倒排

工期，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

预计10月竣工验收，年底投产。

在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紧

锣密鼓地对办公楼及厂房进行门窗安

装等作业。据了解，项目自开工以

来，施工单位战胜各种困难，加快工

程建设，目前该项目办公楼及厂房主

体工程已完成，项目总工程量已达

90%以上，预计10月竣工验收，年底

投产。据介绍，该项目占地面积12

亩，计划总投资3951万元，拥有两条

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年

产各类包装纸箱8000万个，可实现年

产值3亿元以上。

南国都市报8月27日讯（记者 刘
丽萍）“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现

在上架的是老乡自己养的土鸡，欢迎

大家采购……”近日，在三亚市吉阳

区罗蓬村，一场精彩的农产品直播正

在进行，乡村电商人才谭林果在镜头

前详细介绍本地农产品，直播间“刷

屏”不断，众多网友下单购买。

走进罗蓬村，跃入眼帘的是一幅

乡村田园景象，一群毛色鲜亮的走地

鸡穿梭其间，不仅点缀林间风光，更

成为一条通往富裕的特色产业路。

林下生态养鸡是一种新兴的农业

模式，依托于广阔的林下空间，鸡群

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以稻谷及果实

生态散养，肉质紧实、口感鲜美。但

当地农户受限于传统营销模式，销路

打不开一直是农户心中的一块心病。

为了给当地农户农产品找销路，吉

阳区相关部门、罗蓬村“两委”和驻村工

作队积极找方法，借助网络直播平台，

打造线上集市，采用“电商+直播”销售

模式，将村里特色农产品推向更为广阔

的市场。日前，吉阳区举办“云集市·助

脱贫”活动，进一步打开农产品销售渠

道，有效缓解了难题。

“云集市”是由吉阳区农业农村局

牵头搭建，一头连着村民的菜园、果

园，集体经济的生产作坊，一头连着

消费者的购物车，突破地域和时间限

制，引导本地企业优先采购辖区农产

品，鼓励工会或个人长期定向认购、

订单式生产认购、个人爱心认购等方

式参与消费助农，助推特色产品搭上

互联网快车。

罗蓬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积

极收集本村特色农产品，帮助脱贫户

梳理自产自制商品，参加网络服务销

售活动，做好服务保障，充分调动脱

贫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并通过乡村

电商人才谭林果直播带货提升农产品

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价值，激发群众

的购买欲和参与度，为广大群众提供

了解乡村农产品的便捷途径。今年7月

以来，已累计销售500余只鸡。

谈到未来发展，驻村工作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探索“线

上+线下”销售模式，做好网络助农直

播，让更多农产品能够出村进城，带

动当地返乡青年、留守妇女创业增

收，共同绘就乡村振兴时代画卷。

龙虾“住”进水稻田

三亚罗蓬村：

乡村集市上“云端”发展助农新赛道

海南盘活
耕地资源有“妙招”

三亚市海棠区升昌村引进高秆稻种，建设稻渔综合种养基地。(省资规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