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虾轮作”
开启绿色生态种养产业新篇章

“撒石灰，消毒！”7日6上午，琼

海市博鳌镇莫村稻虾种养基地里已经热

闹非凡。琼海市江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几名工人正在撒石灰，这是该基地

为下一步“稻虾养殖”改善水田内的水

质做准备。

博鳌镇莫村采取稻虾虾轮作安排，

即虾2季，水稻1季，有效实现有机虾、有

机米衔接生产，达到“一片水田，三份收

益”的效果。海南省兴诚生态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博鳌莫村“稻油

虾”生态种养项目示范基地共种植200亩

深两优5814和伍两优钰占优质水稻。经

对优质稻进行测产，效果非常好，每亩产

值在2000元以上，村民每亩保底稳定收

益500元。

近年来，莫村对全村的耕地进行了

全面整合，成立了“农业农民互助合作

社”，采取“统一生产管理、统一对外合

作、统一收获分配”的方式，让小田变大

田、碎田变整田、闲田变忙田，入社农田

达868亩。2023年，莫村农民互助合作

社先后与海南省兴诚生态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琼海市江生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签约，引入社会资本和技术共同合

作打造莫村生态农业全产业链，开启“稻

虾轮种”绿色生态种养产业。

走进博鳌镇莫村“稻虾”健康生态养

殖莫村示范基地，此时，农田里的一片片

水稻，绿油油。这是在小龙虾刚丰收后，

轮番种下的水稻。

“稻虾轮作”种养模式由公司提供资

金、技术、市场和就业岗位，不仅降低交

易成本，减少市场风险，农户也能获得稳

定分红和工资收入。小龙虾经过40天的

养殖，亩产量达210斤，每斤收购价30~

50元。

“现在我们将基地扩大到旁边的培栏

村，面积突破1000亩，8月初投放虾苗，在

10月国庆节左右上市，预计此次虾的产量

可以达到15万斤左右，这一季的产值预计

在400万元左右。”琼海市江生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秦红明告诉记者，虾和稻

有着共生的特性，因为虾可以松土，吃掉水

田里的虫卵杂草，同时虾的皮和粪便可以

成为稻田的养分，再加上培兰洋的土质、水

质非常不错，所以在这里建设稻虾养殖基

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该公司在莫

村的稻虾基地有300多亩，年底前将扩大

至500亩，整个加起来就突破1500余亩，

“下一步，我们将往‘养殖、休闲、研学’于一

体的综合性稻虾养殖公园去发展”。

“基地建成后，公司将突破单一养殖

功能，规划开放垂钓区域、开发水稻主题

研学课程。”莫村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钟可灿说。

补齐产业链
打造千亩级稻虾综合种养基地

为进一步发展稻虾特色生态农业，

拓宽乡村增收渠道，在莫村示范区的带

动下，近日，占地面积 1011亩的稻虾综

合种养基地在博鳌镇培兰洋基本完工。

该基地突破单一养殖功能，将打造集“水

稻种植、小龙虾养殖、垂钓休闲、研学旅

游”于一体的稻虾综合种养基地。

“博鳌镇打造千亩级稻虾综合种养

基地，将为企业与农户形成良好互动，研

学旅游基地打造将更加精准、有力，从而

带动整个镇的产业连片发展。”博鳌镇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稻虾养殖场和

选虾基地除了为周边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外，还鼓励农户共同参与稻虾产业发展，

为创业农户提供养殖、种苗培育等方面

的技术支持。村民可以获得租金、就业、

创业3份收入，进一步扩大增收渠道。

同时，基地开设水稻种植、小龙虾

养殖等实践研学课程，配备基地技术人

员进行全过程教学。盘活周边闲置校

舍，逐步修建多功能教室、宿舍、厨

房、餐厅以及户外爱国教育广场等，与

综合种养基地相衔接，提供种植、养

殖、捕捞、烹饪全过程体验，可容纳

400 余位学生和老师开展研学旅游活

动。该镇还积极探索“种养＋垂钓”

“种养＋研学”等村参与，截至目前，

博鳌镇稻虾养殖基地已扩大至1500余

亩，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为

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

7月3日，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以下简称“海南省旅文厅”）

与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联合举办

的“金汇旅文体 融通海之南”2025

年海南省旅文体产融对接活动暨“海

南省旅游文化体育金融服务中心成立

仪式”在海口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的

一大核心亮点是“海南省旅游文化体

育金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金融服

务中心”）的正式成立。在活动现场，

省旅文厅对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正式

授予“海南省旅游文化体育金融服务

中心”牌匾，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步对

工商银行三亚分行授予“国家对外文

化贸易基地（三亚）金融服务中心”牌

匾，标志着工行海南省分行将肩负起

海南省级及三亚市重点区域旅文体金

融服务中心的建设运营职能。

活动汇聚了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

展司、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省

委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

行、海南金融监管局、海南证监局、

各市县文旅部门、行业协会及40余家

旅文体企业代表等各方力量。工商银

行海南省分行作为金融服务中心运营

方与活动主办方之一，与国家开发银

行海南省分行等 15家金融机构一道，

积极响应海南省旅文厅倡议，共同签

署了 《金融机构支持海南省旅游文化

体育产业共同行动倡议书》，彰显了金

融业合力支持海南旅文体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坚定承诺。活动现场还同步上

线“旅文体金融服务线上专区”，发布

“旅文体金融服务手册”。参会各方一

致表示，将全力支持金融服务中心的

建设，推动金融与旅文体产业实现更

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融合共生。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海

南在深化旅文体产业与金融融合方面

迈出关键一步。未来，中国工商银行

海南省分行将积极配合海南省旅文

厅，以金融服务中心为重要抓手，持

续完善“政策引导+平台支撑+市场运

作”的产融协同机制，加快构建“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

业生态，为高标准建设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高质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注入更澎湃的动能。

专题

工行海南省分行
书写自贸港旅文体产融对接新篇章

扩至1500余亩

琼海博鳌“稻虾轮作”
铺开乡村振兴新画卷

“莫村吃上好米，卖
上好虾已经两年了，可
我们还在原地踏步，不
能不急啊。”近来，琼海
市博鳌镇培兰村委会党
支部书记、主任苏炳亮
老往隔壁村莫村跑，因
为博鳌镇莫村“稻虾轮
作”基地所在公司已经
将“稻虾”引入培兰村。
至此，莫村“稻虾轮作”
基地规模将突破 1500
余亩，成为全省最大的
稻虾轮作基地，此举进
一步拓宽了乡村增收渠
道，为琼海乡村振兴注
入新动能。

□南国都市报记者
苏桂除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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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虾轮作”基地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