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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5月25
日，滕头乡村振兴学院重庆万州分
院揭牌仪式在万州区委党校举行。
这是滕头乡村振兴学院继在河北、
吉林、新疆等地之后成立的第四家
分院，也是我市新阶段对口支援三

峡库区的一项最新举措。
据了解，宁波的滕头乡村振

兴学院成立于2019年 7月。该学
院始终坚持“立足滕头、覆盖全
域，不设围墙、博采众长”的思路，
灵活运用“体悟实训”“案例解析”

“实景教学”等教学模式。截至目
前，累计承办 19 个省份培训班
260余个，线上线下培训学员逾6
万名。

下一步，万州分院将依托滕头
乡村振兴学院“政产学研用”一体化

平台优势和万州区委党校基层党员
干部教育主阵地优势，在教学资源
整合、办学机制优化、基层人才培
养、产业项目共研等方面下功夫，助
力万州乡村振兴、推动三峡库区发
展宁波力量。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提到万
州总能想到烤鱼，殊不知这里的蔬
菜也在大棚里喝上了“鱼汤”。在重
庆市万州区双河口永清村，就有一
个这样的新型基地，把养鱼和种菜
放在一个大棚里，用循环水养鱼，不

用换水而水质无忧；种菜不施肥加
土，靠养鱼水中的养分，也能茁壮成
长。该项目属于2021年宁波对口
支援万州的项目。

5月25日，万州区鱼菜共生现
代农业生态园基地揭牌。记者一行
走进大棚，只见这里有序地摆放着
一个个大桶，桶里“湘云鲫”“加州鲈
鱼”等品种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弋；边
上则是西红柿、茄子、空心菜等长势
繁茂的蔬菜。稀罕的是，菜园里并
没有泥土，而是由一些水管将过滤
后的水引向菜园灌溉。

据介绍，“鱼菜共生”系统不使
用泥土，利用高密度养殖鱼的排泄
物经过有益菌分解后给植物提供

养分，植物吸收水中养分净化水
体，干净的水体再进入养殖池，从
而达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
生态循环效应，推进农业生产领域
零污染、零排放，使耕地土壤状况
得到阶段性改善，土壤生物群系逐
步恢复。

“采用‘鱼菜共生’系统养鱼，
产量相当于传统土塘的 10 倍左
右。”高飞是宁波聚富农业有限公
司技术员，眼下正为该基地提供技
术指导、培训。以养殖鲈鱼为例，
每个鱼池每年产3000斤鱼，项目
年产鱼9.6万斤，重庆地区鲈鱼全
年批发价格平均每斤18元，鲈鱼养
殖成本每斤10元。预计鱼年产值

172.80 万元，年净利润约76.80 万
元；蔬菜年产量约3万斤，市场销售
均价每斤4元，净利润每斤3元，年
净利润约9万元。

科技力量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引
擎。虽然项目刚启动，但万州“鱼
菜共生”项目负责人、重庆硕恩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雨隆信
心满满。他说：“万州烤鱼历史悠
远，市场需求大，但长江禁捕后，野
生鱼类缺乏，万州市场鱼类供应紧
张，价格一度上涨。所以，2020年
我到宁波考察时看到这个项目就
很兴奋，相信在三峡库区建设‘鱼
菜共生’项目的前景和市场是非常
广阔的。”

滕头乡村振兴学院重庆万州分院成立

蔬菜喝“鱼汤”，乐当好“棚友”！

“鱼菜共生”成万州乡村振兴新风景

“支援万州就是发展宁波！”30 年来，宁波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合作，与重庆万州
心连心、肩并肩，谱写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进入“十四五”时期，宁波对口支援万州三峡库区也将进入推动两地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眼下，随着两地又一批新的合作项目相继落地，宁波晚报·甬上客户端
等媒体走进重庆万州，开启为期一周的“媒体三峡行”。

【
开
栏
语
】

用循环水养鱼用循环水养鱼，，不用换水而水质无忧不用换水而水质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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