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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莲渔综合种养，做到一水两用，既发展了湘莲产业，又发展了特色水产养殖。这种模式相对单一种植

或养渔，不但可减少肥料、农药的投入及劳动力的投入，还能渔业增产，给农民增收。为此，本文介绍了湖南湘潭

市莲渔综合种养的现状和优势；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没有统一的项目建设技术规程，没有实地调查便盲目上马

项目，盲目跨行业投入莲渔综合种养，本地缺乏虾种供应需从外地引种，天敌捕食小龙虾和鱼类影响了产量；提

出了发展对策：制定莲渔综合种养规程，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工作，搭建技术经验交流平台，提高养殖技术增加

产量，进行区域优质种养、实行优质优价销售，积极探索莲田养殖不同的水产品，利用政府信息平台优势、给予行

业分析预测、预警，结合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快小型机械的研制，进行莲渔产品深加工、大力推广莲渔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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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潭因盛产湘莲而别称“莲城”，所辖湘潭

县有“湘莲之乡”的美誉，湘潭自古就有种莲习惯，

湘莲种植面积大，单湘潭县就有莲田约 3 733 hm2，
整个湘潭市莲田 6 667 hm2 以上。目前，莲价波动

较大，2018 年铁莲最低价跌到 11.6 元/kg，严重打

击了种莲户的种莲积极性。湘潭属丘陵地区，在全

市土地总面积中，水面 427 km2，占 8.5%。显然，传

统渔业养殖受自然条件和市场的制约，有一定的局

限性。转变种养植发展方式，调整种植和渔业养殖

品种结构，走“特色”发展之路是大势所趋。目前，特

色水产养殖已成为湘潭市渔业增产、农民增收的主

要来源，而莲渔综合种养模式自成一体，特色显著。

因地制宜发展莲鱼综合种养立体生态农业生产模

式，能使莲、鱼双丰收，提高土地效益，增加农民收

入，结合乡村旅游，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1 湘潭市莲渔综合种养的现状

走访调研湘潭市的莲虾、莲渔、藕渔、稻虾综合

种养户 48 户，现把调研的数据整理成表 1。

从表 1 得出：1）种植产量和水产产量的 667 m2

产差异特别大，主要是生产者生产水平差异太大，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综合种养可以节省 50%左右

的肥料和农药成本，综合效益得到提升。3）真正决

定 667 m2 生产效益的，农产品的售价占了大部分

因素。4）现在人工成本高，基本上占了总成本的

50%以上。

2 湘潭市莲渔综合种养的优势

2.1 莲（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的主要特点

1）鱼类等可以清除莲（稻）田中的杂草、害虫，

可减少施投农药的劳力及费用的支出，节省劳动力

和生产支出。2）增加了土壤有机物的含量，增强了

土壤的肥力，相应减少化肥的使用，改善了生态环

境。3）鱼类不仅吞食农作物的病害虫，而且清除了

蚊子幼虫，利于农村的环境卫生。此外，如养殖虾蟹

还能大量消灭莲（稻）田中的螺类，特别是钉螺，从

而大量减少血吸虫病的中间媒介。4）甲壳类对农药

十分敏感，莲（稻）田养鱼通常不用农药，因此，莲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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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产品，均为无公害的水产品，自然能提高经济

价值和效益。

2.2 莲渔综合种养模式的优势更加明显

1）莲田蓄水高于稻田至少 50 cm，而蓄水深度

越深，鱼类的生存、活动范围就越大，抗应变能力越

强，养殖量也就越大。2）莲茎占水体小而荷叶挺出

水面高，叶下阴凉处更多，利于水温保持稳定，适应

鱼类生长，同时为鱼类躲避敌害捕食提供了庇护

所。3）莲渔模式避免了稻鱼模式中，浅灌、晒田等稻

鱼矛盾，水产品生产期更长。如小龙虾的稻田养殖

须在种植作物收割前将水产品捕尽出售，水产品养

殖周期相对较短，而莲田可全年保持水深，既增加

了水产品养殖周期，又可错峰销售增加销售额。特

别在养虾中，可以避开稻虾投种时间，推迟虾苗到 6
月底投放，虾苗价格可相比高峰期每千克节省 20
元左右，667 m2 节省苗种费 500 元左右。

2.3 助力扶贫、结构调整和乡村振兴

1）助力扶贫增收。结合扶贫攻坚一号工程，以

综合种养调研为基础，结合贫困户的实际情况，积

极沟通协调，进行了分类指导实施。一是把贫困户

介绍给专业合作社和种养公司，让他们从事力所能

及的工作，使其劳动脱贫。大部分贫困户劳动能力

较弱，而加工鲜白莲去芯，无法机械操作，需要的人

员多，劳动强度不大，技术要求不高，故特别适合作

为劳动扶贫项目。二是把贫困户的农田流转给专业

合作社和种养公司，让其收取租金和分红，让其增

加财产性收入脱贫。三是支持贫困户对自有莲田、

稻田进行综合种养，增加生产性收入。现在单独种

稻和种莲经济效益不高，而莲虾综合种养可提高收

入 1 000耀5 000 元/667 m2。（莲田套养小龙虾模式

是洪湖市农民在传统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的基础

上探索出的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它比单纯植莲种藕

增收 1.5 万耀7.5 万元/hm2 [1]。）

2）助力结构调整。根据湘潭的实际情况，对结

构调整的地区，因地制宜进行莲渔综合种养。特别

将一些土地贫脊不适宜机械化种植的坡田、散田充

分利用起来，进行莲渔综合种养。有多项调查研究

得出结论，莲渔综合种养具有稳定生产的作用。根

据边际效应原理和测产结果分析，在沟坑占比低于

10%的条件下，稻渔综合种养不仅不影响水稻生产，

而且可以解决稻田撂荒闲置和“非粮化”“非农化”

等突出的农村问题，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稻积极性，

促进粮食稳产[2]。在莲渔综合种养调查中了解到，很

多农户利用了部分以前抛荒或低产的洼田，进行莲

渔综合种养，达到了增产增收的效果。

3）助力乡村振兴。振兴乡村，要有产业，要有人

员，要留住乡村人口，就需要有赢利的营生，才能让

返乡人员能安居乐业。莲渔综合种养，可充分利用

湘潭依托长沙的区位优势，做特色、品质化的农产

品，小众品牌，避免和规模化集团公司及上市公司

进行同质化产品的竞争，完全体现优质优价，绿色、

环保、天然。可做到产品口感差异化，检测指标特异

化，消费人群高档化，高档品牌口碑化，产品对接直

销化，生产过程标准化。乡村才能引来回乡创业的

种养模式
种植667m2

产量/kg
水产667m2

产量/kg
种植667m2

收入/元
水产667m2

收入/元
流转费

用/元
种苗成

本/元
饲料渔药

成本/元
肥料农药

成本/元
人工成

本/元
667 m2 均

效益/元

种莲 91.6依13.4 5 007依
2 993 650依350 400依120 400依100 1 200依400 2 350

莲虾 81.4依31.4 150依50 4 760依
2 085

3 600依
2 100 650依350

900依600
（三年平均

值）

920依400 200依100 2 600依800 3 990

莲渔 84.5依27.6 120依60 4 575依
1 863

1 440依
1 260 650依350 600依260 100依50 200依150 1 600依200 2 865

藕渔 1 750依250 100依50 8 750依
1 000 1 200依350 650依350 1 600依200 100依60 400依300 3 000依800 4 050

表 1 湘潭市莲渔（虾）、藕渔综合种养基本情况

注：因大部分合作社、家庭农场没详细的记录，只能保证数据尽量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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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育一批小型赢利经济体，才能形成可持续

发展、良性发展的乡村模式。

4）新鲜莲子作为健康水果逐步被消费者接受，

销量越来越大了，价格节节升高。也可以带动赏荷

花、摘莲蓬的乡村旅游。湘莲还可以抽藕标，藕标的

价格也节节升高，价格从几年前的 20 元/kg 左右到

今年最高价 40 元/kg，市场潜力大。在莲田开井字

型沟也方便摘莲蓬，减少人工成本，莲田中间开沟

增加阳光照射底部，通风透气对水质和湘莲生长有

好处，且莲田沟沟相连便于行船，方便摘莲和赏荷

花。

3 湘潭市莲渔综合种养存在的问题

3.1 没有统一的项目建设技术规程

在挖沟的深度和宽度方面，没有统一的技术规

程，各有不同，造成建设成本高或者挖出来沟不适

用。有些老板没有经验，又不善于学习，开的沟过

浅，不利于渔虾的养殖。更有甚者没有严格按规定

将沟面控制在总面积的 10%以内 [3]，被国土部门要

求整改和行政处罚。经过调研了解到，莲田挖沟蓄

水 1.2耀1.5 m 深，养鱼、养虾效果普遍优于 0.8耀
1.0 m 深。

3.2 没有实地调查便盲目上马项目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的没有对当地的现实情

况进行调查和了解便盲目上马。其中，有 2 个大型

项目基地，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毁灭性损失。一个是

当地水资源不足，遇到 2018 年干旱，莲田没有水，

造成鱼虾还没长成就只能中途处理掉，以致损失惨

重；另一个因为没有进行调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才发现 0.5 m 下是沙质土壤，不蓄水，加上又没有

自流水，若进行抽水保养殖，成本过高，不适宜进行

莲渔综合种养，导致项目夭折，损失惨重。

3.3 盲目跨行业投入莲渔综合种养

有的人缺乏各种基本信息和常识，如到哪里买

料、买药，到哪里引种，销售渠道在哪里，什么时候

投苗等等都不知道，就盲目跨行业投入到莲渔综合

种养项目中来，结果走了很多弯路，白白交了一些

学费。莲渔综合种养是系统工程，其中水产养殖和

水稻（湘莲）种植属于 2 个不同的技术工种，能否既

掌握养殖和种植技术，又使不同配套技术有机融

合，是对莲渔综合种养从业者的基本要求，也关乎

莲渔综合种养的成败。目前，我国农业从业人员整

体专业素质不高，莲渔综合种养职业农民严重不

足。一是传统水稻（湘莲）种植从业者对水产养殖接

触少，对鳖、蟹、泥鳅等名特优水产品养殖知识尤其

匮乏，缺乏必要的水产养殖知识和技术。二是水产

养殖单位，重水产轻水稻（湘莲），缺乏水稻（湘莲）

种植技术和管理能力，难以保证综合效益。三是经

营生产人员普遍缺乏必要的质量安全管理技术和

知识，水稻（湘莲）种植和水产养殖的产品安全控制

能力不足[2]。
3.4 本地缺乏虾种供应需从外地引种

湘潭市本地缺乏虾苗种供应，需从外地湖北引

种，运输路程远，据养殖场反馈，运输超过 4 h，虾苗

成活率普遍不高，做得最好的成活率也才 60%，有

的只有 30%。因此，建议 4 月下旬至 5 月份，从虾莲

连作或天然水域捕捞幼虾投放，要现捕现放，幼虾

离水时间不要超过 2 h。幼虾规格为 2耀4 cm，投放

数量为 5 000耀8 000 尾/667 m2。在不急于投产的情

况下，可以考虑在 8 月份，从良种选育池塘或天然

水域捕捞亲虾，按雌雄比例 3颐1 或 5颐2 投放，投亲虾

25 kg/667 m2，这样可以节省种苗费用。亲虾选择标

准为：颜色暗红或深红、有光泽、体表光滑无附着

物；个体大，雌雄性个体重都要在 40 g 以上；亲虾

雌、雄性都要求附肢齐全、体格健壮、活动能力强[4]。
3.5 天敌捕食小龙虾和鱼类影响了产量

白鹭等鸟类及天敌捕食小龙虾和鱼类，影响了

产量。现在人工成本高，特别在 2018 年铁莲价格最

低时，才 11.6 元/kg，采摘工钱 6 元/kg 还请不到

人，造成当年很多铁莲烂在莲田里，严重影响了种

莲的积极性。

4 湘潭市发展莲渔综合种养的对策

1）制定莲渔综合种养规程。现在莲田养殖开挖

氹渔沟、渔 所参照的《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通

则》，不能发挥莲田的最大优势，需要制定新的建设

技术规程，让所有莲渔综合种养户走上标准化种养

的道路。充分发挥产业联盟“产、学、研、推、用”五

位一体的平台优势，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专家团

队和联合协作机制，针对莲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中

的关键问题，开展联合科技攻关，加快主导模式和

配套关键技术的集成与示范。加快水产行业标准

《莲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的制定，加快推动莲—

蟹、莲—鳖、莲—虾、莲—鲤、莲—鳅等模式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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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定，确保模式发展不走样[4]。
2）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工作。开展技术讲座，

编写技术资料，开展莲田现场培训，组织种植及养

殖专家到现场去指导新养殖户，根据当地田地及水

资源实际情况，适度规模，稳步发展，避免盲目上规

模，出现资金断裂、技术重大失误导致投资失败的

问题。对老种养户，可在现场解决其存在的一些实

际技术问题。积极培养有示范效应的标杆户并动员

当地能人，带动周边贫困户、农户进行以家庭为单

位的综合种养，充分利用闲散劳动力、劳动时间，提

高农民收入。

3）搭建技术经验交流平台。整合技术资源和信

息资源，搭建莲渔综合种养技术经验交流平台，促

进新型综合种养模式、莲田养殖技术、用药技术、质

量安全管理技术和苗种等信息的交流传授和示范

推广。组建行业协会，加强各种养户和基地的横向

联系。如超成合作社有虾苗供应，有销售渠道，有自

己餐饮连锁企业，还有渠道可以把虾直接卖到广州

市场，相比湖北市场活虾的运输更有优势，如协调

得好还能解决新养户的进苗成活率不高和销售不

畅的问题。这样，有利于莲虾（渔）产业的培育和新

入行的种养户盈利。

4）提高养殖技术增加产量。组织技术交流，提

高养殖技术，使莲虾产量达到 150 kg/667 m2 以上；

提高种植技术，不但可以减少肥料和农药的使用，

还可以增加种植作物的产量，使效益增加 3 000 元/
667 m2 以上，起到稳定湘莲和水莲种植面积的积极

效果。

5）进行区域优质种养，实行优质优价销售。根

据实际情况，建议实施莲渔综合种养的老板进行区

域优质种养，实行优质优价销售。例如，湘鹏种养合

作社饲喂的草鱼，因为水质好，没有使用商品饲料，

全部用酒糟和牧草饲喂，鱼肉鲜美、有甜味，有专业

的餐饮企业按 30 元/kg 给予包收。当时市场价才

12 元/kg，高出市场价 1.5 倍。湘乡东华农业的虾

子，因为是清水虾，品质好，用朋友圈就直接销售 30
元/kg，当时贩子收购价才 16 元/kg，按产量 175 kg/
667 m2，优质优价可多收入 2 450 元。因此，每个综

合种养的农户要充分利用人脉、微信、政府扶贫等

各种渠道，避开中间商，做到优质优价，将产品直接

销售到用户手上，形成良性的小微循环，提高经济

效益，避免增产不增收，优质低价抛售。

6）积极探索莲田养殖不同的水产品。在莲田

（渔）综合种养中，积极探索不同水产品的养殖技

术，如泥鳅、蛙、甲鱼、鲈、桂鱼等，寻找最适宜莲田

饲养的水产品。目前湘潭市有几个基地在做不同的

尝试，政府更应该有所作为，积极寻找引进新的优

良水产品，引导各基地避免重复、无用的尝试和探

索。引导种养户尝试避免单一稻田或莲田综合种

养，可以在莲田、稻田配合养殖方面，寻找利用各自

的优势，相互配套，提高效益。特别在莲田种莲 3 年

后，莲子产量降低，需要改种水稻，在这种情况下，

更要考虑莲稻轮作或莲经济作物轮作的情况。

7）利用政府信息平台优势，给予行业分析预

测、预警。近几年各地大力发展养虾，2020 年虾价最

低时，湖北批发价最低 10 元/kg。湘潭本地水域面

积本来就少，一定要尽量避免盲目上规模，搞单一

品种饲养。一定要尽量错开品种，错开上市时间，避

免造成产品上市时严重供过于求，以致成品无人收

购、资源浪费和综合种养户的严重亏损，这样不利

于莲田（渔）综合种养业持续、良性发展。

8）结合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快小型机械的研

制。前不久湘潭大学马秋成教授研发的新鲜莲子去

芯机，节约了人工成本、提高了莲户的效益，1 个人

工日，挖藕机械可以挖藕 1 500耀2 000 kg，大大节

约了人工成本。种莲户现在急需解决的是莲蓬采摘

的机械化或半机械化，解决人工成本过高、且用工

短缺的问题。

9）进行莲渔产品深加工、大力推广莲渔品牌。

目前，湘潭花石镇就有湘莲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2 家、市级 5 家，“三品一标”有“粒粒珍”“莲美”

“莲冠湘”和“潭莲”等绿色食品品牌。又开发出了银

耳莲子羹、藕粉以及荷叶茶、莲芯茶等精、深加工湘

莲产品。依托湘莲产业延伸出的成熟产业链，扩展

水产品的产业链，提升水产品品质。充分利用湘潭

的旅游资源，伟人故里（毛泽东、彭德怀、齐白石等

名人）。建立几个大型旅游基地植莲供游客采摘、观

赏、垂钓、避暑外，做强莲—虾—鱼观光产业，延伸

产业链，认真进行规划，逐步完善基础设施，把莲—

虾—鱼生态旅游真正做起来，以提升莲渔产业链价

值。花石镇连续 3 年成功举办湘潭·花石“赏荷之

旅”暨“湘莲产品文化节”活动，充分展示了湘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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