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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菜“牵手” 共绘丰景
本报见习记者 哈 玲 李昊斌 文/图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鱼菜双丰收。鱼菜共生作为一种新型的复合耕作体
系，巧妙地将水产养殖与蔬菜生产两种截然不同的农业技术相结合，通过构建生态
平衡系统，实现了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良性循环。这一模式不仅提高了资源
的利用效率，降低了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还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
争力。

在宁夏的多个市县，鱼菜共生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推广。实验显示，菜鱼生
态种养单棚年利润约 5 万元，是单种蔬菜的 2 倍，且能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用量，经
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该模式在缺水的山地、沙滩地、盐碱地均可推广。目前已
在全区 6 个县（区）20 家合作社建设菜鱼生态种养系统 150 余套。2024 年，计划推广
1000 套，带动农民增收。

丰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
的小番茄。

枣香村利用养鱼的肥水浇灌出了一片葡萄地。

鱼菜共生用“绿”生“金”

鱼与菜，何以兼得？在固
原市原州区彭堡镇的丰和渔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大棚里，2个装
满水的圆形鱼池整齐排列，池内水流

不断却不见鱼，待撒入一把饲料，潜藏
水底的鱼群腾跃而起，搅动着鱼池如同

开水般沸腾，而一旁菜地的种植架上，圆润
饱满的小番茄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采
摘。鱼在菜间长，菜在水中生，一幅鱼菜共
生画卷跃然眼前。

“我们采取的是高密度养殖，养殖密度
是传统方式的 20倍。一个 70立方米的圆
形养殖池，可养 3500条左右的鲈鱼。58个
养殖池，3500立方米水体，每年可产 15万
吨鱼，相当于近 40 多亩土塘的产量。而
且，普通鱼塘两年一出鱼，我们这是一年一
出。”有着十几年养鱼经验的王维军作为该
公司的负责人，对这些数据如数家珍。

在外打拼多年的王维军意识到，固原
作为水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如果想要解
决当地农业面临的水资源利用率低、土地
环境压力大的问题，就要改变传统农业模
式。2015 年前后，王维军从上海、广州等
地了解到鱼菜共生技术后，立马将此项技
术带回了家乡开始实践。

“在鱼菜共生系统中，鱼类和蔬菜共同
生长在一个封闭的水循环系统中。鱼类产
生的排泄物经过分解后成为蔬菜生长所需
的营养，而蔬菜的根系则能够吸收水中的
营养，同时净化水质。这种循环往复的过
程，不仅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减少

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不用清洗就可直
接食用。”王维军现身说法，边说边
摘下一颗番茄，直接放进嘴里咀嚼。

这种“绿色自信”，源于“绿色
模式”：整个系统利用的是微生物

来处理水体，无需换水，唯一
的消耗就是自然蒸发和作物

吸收。王维军算了一笔
账，以前种植蔬菜，
每棚每年用水量约

400 立方米，如
今加了养鱼系

统，用水

量没有变化，土基蔬菜年化肥用量减少
60%，年农药用量减少 70%，产鱼量增加了
2 吨左右，综合生产效益更高。我们种植
的小番茄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公司
年产值在 800 万元左右，年利润 200 万元
左右。

王维军的成功让鱼菜共生模式在宁夏
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用。各地的村子也充
分利用现有资源，将池塘、温棚等场地改造
为鱼菜共生系统，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多元
化和高效化。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枣香村的
鱼菜综合种养大棚的鱼池里，一簇簇鱼苗
在水间穿梭；生长板上，蔬菜碧绿青翠，
一片勃勃生机。“以前因为土地盐碱化严
重，空有地却无法种出效益，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连 10 万元都达不到。”村党支部书记
赵亚军介绍，现在借助鱼菜共生既养鱼又
种菜，不影响产量还能节水节肥，我们种植
的乳瓜已经与百果园等大型企业合作，
2023年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 70万元，今年
我们还养殖了罗非鱼等新品种，长势很好，
村集体有望突破100万。

枣香村“鱼菜共生”设施温棚在化肥用
量为 0的前提下，降低农药使用量，有效提

升蔬菜品质，每季渔业获利 3 万元

左右，每季蔬菜获利 2万元左右。成功的
实践，也让枣香村成了石嘴山市首个“鱼菜
共生”生产示范基地。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这种我
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就在我们
身边发生了。随着大棚越来越多，我们
不仅有活干、有收入，还能学习技术，现
在有好多村子都叫我去帮忙指导教学
呢。”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的马来红是枣香
村实施鱼菜共生后的第一批受益村民，
从之前 8 栋温棚到现在拥有 86 栋温棚。
如今，在枣香村像马来红这样的村民有
150 多名，他们在这里一起就业创业，学
习新型农业技术。

依托鱼菜共生系统，枣香村目前已形
成鱼菜共生、采摘体验、特色水产养殖“三
驾马车”并驾齐驱的高标准现代智能农业
示范温棚园区。村党支部还引进 2 家农
业企业，大力促进枣香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目前，以枣香村采摘园为主，与
德希恩螺旋藻种植生态庄园、富慧翔鲟鱼
养殖结合，形成集试验示范、技术推
广、休闲采摘、农文旅游于一体
的产业综合发展示范园，已
成为石嘴山市绿色发展
的典范。

“现在，宁夏已经成为
我的第二个故乡，正是由于

看到了宁夏在农业方面巨大的
发展潜力，2016年，我辞掉工作携

家带口来到宁夏打拼，事实证明我
当初的想法是正确的。”宁夏瑞信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迟宏伟说。
2016 年以前，他从事工业方面的科

研工作，就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会远赴千里之
外的宁夏开启自己的种养事业并定居在
西北。

一次因缘际会下，迟宏伟来到宁夏，被这
里独特的气候和人文环境所吸引，看到了农
业种植的前景，便和妻子商量卖掉了在大连
的 2套房子，来到宁夏。“这里的自然条件和
气候条件都相当好，但我觉得东西部农户有
着很大差距，以后我一定会在产业上有很大
的突破。”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迟宏伟轰轰
烈烈地干起了自己的事业……

2017 年，宁夏瑞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力发展草莓种植，“宁夏晴天多、日照
长，很适合种草莓。”迟宏伟为了把草莓种
出名堂，多次前往辽宁草莓技术研究院取
经，把最好的草莓品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
带到贺兰县。

2021年，种植草莓已经有 4年多时间，土
壤肥力下降，病虫害加重，连茬障碍等问题成
了困扰着他的难题，作为渤海之滨的辽宁人，
他思考如何将种植和养殖有效结合，能够达
到节约水资源的同时解决土壤肥力下降等
问题。经过多方调研，鱼菜共生技术成为了
当时的良方。他与上海渔业机械仪器研究
所合作，引入了鱼菜共生水循环系统。“刚开
始时我们引进了 5棚来做实验，发现效果很
好，现在运用鱼菜共生模式的休闲采摘大棚
已经有 86棚。”

鱼类的排泄物是包括番茄、茄子、芹菜在

内的蔬菜种植最好的天然养分，迟宏伟引进
了滴管净水设施，把鱼池的水引到种植园区，
鱼的粪便就会停留在蔬菜的根部，水被自然
净化以后又循环到鱼塘里。在温棚里打造出
了鱼菜共生的生态车间。“把水产养殖与蔬菜
生产两种完全不同的农业种植、养殖生产技
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融入到蔬菜栽植系
统，实现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的生态
平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从而实现‘养鱼
不换水、种菜不施肥，一棚两收，一水两用’的
生态共生效应，让传统的水产养殖和无土栽
培农耕技术实现管理的自动化、智能化。”迟
宏伟说。

正是看到了迟宏伟的成绩，当初对他来
宁颇为担心的父母、妻子也放下了心。“既然
他做了决定，那么我能做的只有尽全力支持，
来这里我们全家都不后悔，都说东北人热情
豪迈，宁夏人更热情。”迟宏伟的妻子付强说
到此不觉眼角泛红。

如今，宁夏瑞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摘
基地每年都有超过 2000 人前来参观学习鱼
菜共生的种养模式，“预计今年的销售额能达
到500万元。”迟宏伟说。

迟宏伟在大力发展观光设施农业的同
时，将新技术推广到更多的种植基地。“带领
农户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形
成以瑞信果蔬农庄为中心，周围农户的火龙
果、樱桃、桑葚采摘等为配套的休闲农业产业
集群，带领农户增收致富。”如今园区“老李的
桑葚”“老董的樱桃”“老史的甜瓜”“德林的葡
萄”“天源的小番茄”已经成为市场上叫得响
的品牌。

“老李的桑葚”的“主角”李希和是宁夏本
地人，他乘着设施农业发展的东风，大力种植
桑葚。“我和迟总合作，他为我们提供信息并
打开销路，采摘期一到就能很快销售完。”李
希和笑容满面地说。

从渤海之滨到塞上江南，从科研工作者
变身职业农民，迟宏伟的故事在贺兰县已成
为美谈。

据了解，2024—2025 年，试点示范设施
农业“鱼菜共作”综合种养 1000栋（套），新增
各类名优水产品 0.25万吨，新增渔业经济产
值 2亿元。到 2027年，设施农业“鱼菜共作”
综合种养达 3000栋（套），新增各类名优水产
品0.75万吨，新增渔业经济产值6亿元。

鱼菜共生种养模式在不改变原温室结
构，不改变原蔬菜种植布局及设施农业生产
属性和不破坏土壤耕作层的前提下，科学利
用蔬菜日光温室资源，挖掘发展潜力，是着力
拓展发展空间和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有力
举措。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区各地应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实际，科学制
定鱼菜产业发展计划，合理确定优先发展区
域，并与冷凉蔬菜产业发展相衔接，科学确定
适宜的鱼菜品种、模式和规模，按照三产融合
要求构建鱼菜全产业链，实现鱼菜双赢”。

宁夏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
渔业是宁夏沿黄灌区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渔
业和水生植物种植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
养殖过程中很多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如何
在养殖过程中减少养殖水体污染，维护水体生
态平衡，实现水体的良性循环，以支撑宁夏水
产养殖业健康发展以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亟需探寻一种高效环保的水产养殖用水处理
技术解决这些问题。

在设施蔬菜日光温室内，建设圆形养鱼
池，将鲈鱼等名优品种高密度集中高效养殖，
鱼池和蔬菜池里面的水不停循环，鱼粪成为蔬
菜的天然肥料，构建“一拖一”或“一拖二”（一
套养殖设施配套两个菜棚）的水产养殖+蔬菜
种植的有机型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实现水土
资源高效节约利用。

鱼菜共生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
科学的协同共生，从而实现“养鱼不换水而无水
质忧患，种菜不施肥而正常成长”的生态共生效
应，宁夏农业部门积极推广，通过政策扶持、技术
培训等方式，鼓励种植户以及企业转变传统种
养观念，尝试这种新型农业模式。

很多企业看到了鱼菜共生的发展前景，纷
纷引进这项技术，在宁夏贺兰县瑞信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采摘园区的大棚内，一幅鱼与菜和谐
共生的场景跃然眼前：绿油油的芹菜生得娇
嫩，红艳艳的番茄长势喜人，鲈鱼欢快地跃出
水面，水循环系统静静地工作。“这里养鱼不换
水、种菜不施肥，其秘诀在于我们运用了鱼菜
共生技术来达到温室中养鱼+种菜同步进行的
效果。”宁夏贺兰县瑞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迟宏伟介绍，“鱼池里的水经水循环系统
流进种植槽，利用鱼的排泄物和饵料残渣经微
生物分解，转化为蔬菜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
再用养鱼的尾水灌溉蔬菜，蔬菜将养分吸收完
毕，净化后的水再次回到鱼池中。”

鱼菜共生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绿色低碳，

“以水养鱼、
以菜净水、
水体共用”，减
少化肥农药使
用，提高蔬菜和水产
品品质，提升菜棚生态
环境质量，解决了在养殖
过程中存在的养殖水体污
染问题，维护水体生态平
衡，实现水体的良性循环，支
撑宁夏水产养殖业健康发展以及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宁夏农业部门也在积极解决
企业在种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
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丰和渔业科技有
限公司鱼菜共生种养基地，厂长杨杰指
着眼前的 4座大棚说道：“你们看到的这
几座大棚是政府投入资金帮我们建立起
来的，在这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也帮
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

鱼菜共生新模式实现了养鱼不换水、种
菜不施肥的目标，不仅提高了种养效率，也让
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渔业科技有限公司
鱼菜共生的番茄种植大棚内，采摘工人李秀萍
麻利地将菜架上熟透的番茄摘进篮子里，这是
她在养殖基地从事采摘工作的第二年，说起现
在的生活，她笑开了花：“现在的日子已经很好
了，每个月三四千的收入，打发时间的同时也
能挣点零花钱，一年也能挣个三四万，对我们
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宁夏在推广鱼菜共生技术的过程中
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技术的普及程度还
不够高，一些农民对新技术还存在疑虑；此
外，鱼菜共生系统的建设和维护也需要一定
的投入和专业知识。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
完善和推广力度的加大，这些问题都将得到
逐步解决。

宁夏农业向阳而生

鱼菜共生的宁夏实践

掌政镇荣盛丰现代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鲈鱼丰收。

适合枣香村的鱼菜共生系统。

宁夏瑞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用养鱼水浇灌的芹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