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产养殖的尾水治理，是保护
水环境的重要一环。对余姚而言，
一口口淡水养殖塘一头连着河湖水
系，一头连着村庄民居。尾水治理
好不好，直接关系群众的生产、生
活。

“创建‘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
范县’的验收指标中，若有尾水

‘直排’，一票否决，相当严格。”
余姚市农业农村局养殖业发展和管
理科科长李岳潮表示，防止养殖尾
水“跑冒滴漏”，大到养殖规划，
小到每一口鱼塘，每个环节都不能
放过。

科学规划，确定哪里能养、哪
里禁养。余姚编制了区域养殖水域
滩 涂 规 划 （2017-2030）， 近 1600
公顷的“一大三中”型水库划为禁
养区，划定杭州湾沿海、小型山塘
水库等限养区域 1.167 万公顷，近
年来累计退养还海还田还湖面积
661 公顷，目前仅保留 1698 公顷养
殖面积。

上周四，记者来到朗霞街道的
伯增养殖场，几名工人正在合力拉
网，把塘里的鲢鱼苗赶入网箱，准
备起捕销售。养殖场负责人童伯增
说，他们主要繁育鲢鱼、青鱼、河
鲫鱼等淡水鱼苗种，另外还养了
10 亩的马口鱼，总面积 105 亩。

为了治理尾水，今年伯增养殖
场投资 10 万余元进行设施改造，

新建的尾水处理池面积 6 亩多，分
割成三个区块，依次是沉淀池、曝
气池、净化池，每个区块之间隔着
一道过滤坝。尾水通过水泵水管，
直接从养殖塘抽到沉淀池，沉淀淤
泥等杂物，经过过滤坝流向曝气池
增氧，最后流到净化池，依靠种植
的生物浮岛等，完成水质生态净
化。“养殖尾水经过一级级净化，
水质变清，化学需氧量、总磷、总
氮等指标均达到排放标准。”童伯
增介绍。

这种“跑道式”的养殖尾水处
理模式，是余姚一项创新举措，并
在全域推广。“大多数鱼塘是小规
模散户养殖，我们基本上实施‘一
户一策’，因地因势开展治理。”李
岳潮说。为鼓励养殖户进行尾水治
理、提升鱼塘设施等级，余姚市政
府出台政策，以每亩 1000 元的建
设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
其中政府财政补贴每亩最高达到
800 元，大大减轻养殖户的治水负
担。

据介绍，目前余姚已完成 112
家 30 亩以上规模的淡水池塘尾水
治理建设任务，总治理面积 1.48 万
亩，实现养殖尾水“零直排”。余
姚 市 政 府 还 安 排 20 万 元 财 政 资
金，以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
机构采集水样进行水质检测，全面
掌握池塘养殖尾水治理成效。

尾水治理 守护一方“净水”

通讯员 余姣姣 叶晶晶
记 者 厉晓杭

在我们享受科技发展带来
生活极大便捷的今天，老年群
体时常成为智能化生活中最尴

尬的一群人：不会 APP 挂号、不
会微信沟通、不会网上理财、不
会 移 动 支 付 ⋯⋯ 一 个 个 “ 不 会 ”
造成的“数字鸿沟”，拉大了老年
人与大社会、小家庭的距离，成
为他们乐享晚年的障碍。

对此，北仑柴桥街道精准聚
焦社区老年人的所思所想，联合
共建单位和职能部门，设计了一
系列数字课程，着力化解老年人
在智能化生活中的尴尬。

帮助老年人 融入数字生活

面对刷抖音、网上购物、发朋
友圈等新鲜事物，不少老年居民也
跃跃欲试。结合老年人的学习需
求，万景山社区与中国移动、北仑
二院、宁波银行等企事业单位开展
合作，定制使用智能手机、网上挂
号、网上问专家、网上理财、防金
融诈骗、使用 WE 志愿平台等数字
课程，让老年人也能享受科技发展
带来的便捷和乐趣，成为智能化社
会的受益者。

“我报名参加了万景山社区智
能手机培训的课程，效果交关赞！
终于可以和外地的孙女连线视频
了，过年的时候，孩子就不会认生
了。”居民李桂香激动地说。

“阿伯，我已经跟派出所联系
了，您拿上身份证就可以到派出所
申领甬行证了。”“阿姨，我问了一
下 ， 您 的 体 检 报 告 还 没 有 出
来。”⋯⋯300 平方米的万景山社
区办公大厅，承载着居民办理失业
证明、居住证明、甬行证以及水电
维修、纠纷调解等日常业务。社区
志愿者为老人提供便民服务，帮助
他们畅享数字化生活。

如今，“有事先去社区问问”，已
是老年居民的第一想法。为了践行

“最多跑一次”的便民信条，该社区联
合街道职能部门、社区共建单位，借

助综合治理平台，打通便民服务链
条，让老年人走一次就能解决问题。

送技入田头 乐享数字生活

瑞岩辖区内的河头、岭下村村
民，收入主要依靠花木种植，但传
统的销售模式过于被动，已经无法
满足新形势下花木产业的发展需
求。瑞岩社区社工在日常走访中，
了解到花农的这一需求，通过送技
入田头的方式，对花农进行一对一
的智能手机教学。

林国永是河头村的一名花农。
一大早，社工曹军义来到林老伯的
花田，通过教授其关注花木驿站公
众号发布销售信息、加入柴桥花木
群等方式，摆脱传统销售模式，拓宽
了销售渠道，从而实现科技助力花

木销售，加快实现农民增收。
近年来，瑞岩社区立足实际，

把真正的实惠送入田头，让花农也
能无缝对接网络时代，在“大数
据”中汲取需要的信息“养分”，
不断开阔眼界，还能获取花木市场
不断更新的供销渠道。

柴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孙捷介
绍，站在老年人的角度关注他们
的 需 求 ， 针 对 “ 不 想 用 、 不 会
用、不敢用”等问题，各服务单
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保障
老 年 人 在 数 字 生 活 时 代 正 常 出
行、就医、消费。其中，街道通
过组建导医台志愿服务队、组织
社工操练宁波话、下小区入户走
访等多种形式，帮助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让数字体现出便民
的温度。

定制数字课程 融入数字时代
柴桥街道帮助老人柴桥街道帮助老人、、花农跨越花农跨越““数字鸿沟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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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余姚市通过“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创建工作验收，成为宁波首个、全省

首批“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

地处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湖密布，渔业养殖历史悠久。与象山、奉化、慈溪等地不同的是，

余姚水产养殖“主力军”是鱼虾鳖等淡水产品，淡水养殖塘面积占了宁波一半左右，一方方鱼

塘、虾池成为众多农户的致富“聚宝盆”。

近年来，余姚把创建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列入乡村振兴工作重要任务之一，以渔业科技创新

为引领，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推进传统渔业向生态、绿色、质量渔业转变，走出了一条具

有余姚特色的淡水养殖绿色健康发展之路。

冬至前，位于河姆渡镇芦山
寺村的军列甲鱼养殖场里，茭白
已收割完毕。养殖场主人赵军列
一早下塘，抓了几只肥壮的甲鱼
养 在 桶 里 ，“ 都 是 老 客 户 预 订
的，待会就来取。”

赵军列自小跟着父亲，在姚
江 里 以 捕 鱼 为 生 。 10 多 年 前 ，
他 开 始 尝 试 茭 白 田 套 养 甲 鱼 。
今年，在余姚市农业农村局和
镇里支持下，老赵把养殖塘面
积扩大到 40 亩。整齐的砂石道
路和木质廊道，把一口口养殖
塘 和 曝 气 净 化 池 等 连 接 起 来 ，
塘边还布置了绿植以及景观休
闲区等，处处一派田园好风光。

河姆渡镇是余姚茭白田甲
鱼的核心产区，总面积 2000 余
亩 ， 大 大 小 小 养 殖 场 有 160 多
家。“散户养殖是大头，也是质
量管控的难点。”镇农办副主任
王裕权介绍，为了保持茭白田

甲鱼的高品质，镇里一直在推
行 低 密 度 养 殖 ，“ 大 户 带 头 示
范，投放的小鳖必须是经过认
证的中华鳖，每亩数量不超过
100 只，一般要养两三年才能上
市 。 超 密 度 养 殖 的 ， 不 许 用

‘河姆渡’牌子来销售。”
养鳖的茭白田，茭白种植

间距很大，显得很“松散”。赵
军 列 说 ， 每 亩 才 种 了 500 株 茭
白，只有普通茭白田密度的一
半，“这样甲鱼活动空间大，光
照好，不容易生病，生长更为
健康。”夏天，甲鱼摄食活跃，
老赵夫妻拿江里捕来的鲜活鱼
虾投喂，甲鱼营养好了，品质
也提升了。“尽管塘里养的甲鱼
少了点，但质量好了，售价上
去了，效益增加，口碑也好。”
老赵给记者算了笔账：茭白不挣
钱，但养三年的甲鱼每公斤能卖
300 元 ， 一 口 塘 亩 产 值 逾 2 万

元。今后，他准备做“甲鱼观光
园”，农旅融合搞起来，又能增加
一笔收入。

余姚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朱卫东说，低密度、生态化养殖是
余姚水产养殖的最大特点，也是产
业“立身之本”。即使像明凤、冷
江这样的规模养殖企业，养鳖也
是 低 密 度 ， 每 亩 塘 只 有 600 只 到
800 只。目前，在余姚，仅甲鱼就
有稻鳖套养、茭白—鳖、虾鳖套
养 等 8 种 生 态 养 殖 模 式 。 此 外 ，
青鱼、草鱼、鲢鱼等养殖也是如
此。靠近杭州湾的姚北地区，是
余 姚 南 美 白 对 虾 的 主 要 养 殖 区 ，
多 以 土 池 + 简 易 大 棚 “ 自 然 保
温”方式养殖，投苗密度低。加
上咸淡水交汇处，池塘的盐度也
极低，养出的虾与象山、宁海等
地工厂化高位池高密度养出的海水
虾相比，味道别具特色，很受市场
欢迎。

生态套养 低密度产出高效益

健康养殖，还要把好“用药
关”。

水产养殖是个高风险行业，不
可控的因素很多。鱼虾若是少得
病，自然就少“喝药”，生长就健
康。朱卫东说，在减药养殖这一环
节，余姚把精力重点放在病害预防
上。比如高温、冰冻、台风等极端
天气，鱼虾容易生病，“渔业技术
人员提前预警，要求养殖户至少看
7 天的天气预报，在极端天气来临
前，做好预防措施，比如增加维生
素 C、多糖类投放，增强鱼虾的免
疫力。”

在泗门、小曹娥、临山、黄家
埠等南美白对虾养殖集中区，渔技
部门引进了先进设备，可以快速检
测出 7 种常见的携带病毒，提前告
知养殖户，在虾“未病”前进行预
防治疗。余姚还制定出台文件，规
范用药，全面推行水产池塘养殖用
药 3 年减量行动，并完成 2 个省级

水产养殖用药减量示范基地创建工
作。

生态养殖+病害科学防治，优
化养殖品种，使余姚养殖水产的品
质、产品结构不断提升。余姚大盛水
产养殖场提供的四大家鱼优质鱼
苗，销售到余姚、宁波、绍兴等地，并
办起加工场，制作青鱼干、白条鱼干
等，大大提升产品附加值。

实施标准化生产和渔业品牌发
展策略，生态健康养殖叫好又叫
座。余姚成功创建省级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场 10 家、部级水产健康养
殖 示 范 场 5 家 ， 培 育 了 余 姚 甲
鱼、牟山湖大闸蟹等本地特色品
牌。目前，该市拥有省级示范性
专业合作社 2 家、省级农业龙头
企业 1 家。余姚甲鱼成为省名牌
产品，并打造了集良种繁育、生
态养殖、饲料加工、产品销售于
一体、富有当地特色的现代甲鱼
产业发展模式。

减药养殖 提升产品竞争力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朱卫东 供图 余建文

起捕鱼苗。

茭白田绿色养殖甲鱼茭白田绿色养殖甲鱼。。

志愿者教老人使用手机。 （叶晶晶 厉晓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