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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记者来到位于象山
黄避岙乡高泥村的宁波里海农场，
这里有600亩稻田，晚稻早在去年
10月份就已经收割完，但田地并没
有闲着。

记者走进田间，远远就听到了
“嗷嗷”鹅鸣。循声看去，在长满黑
麦草的绿油油的田地里，成群结队
的大白鹅昂首挺胸、信步游走，它们
有的边走边吃草，有的追逐嬉戏。

“我们农场2021年9月引入市农
科院的‘稻-草-鹅’生态种养模式，目
前在稻田养了500多只鹅，已经成鹅，

最近刚有100多只卖出去，正好满足
春节市场需求，这真是农户增收的法
宝！”该农场负责人朱文荣开心地说。

记者了解到，里海农场的“稻-
草-鹅”生态种养模式，是宁波市农科
院甬优水稻绿色高效生产科技特派员
团队的项目。当天，农科院专家经过
现场考察，结合此前阶段性的报告，发
现稻田鹅品质优良，且养殖产生的鹅
粪、草料又给土壤提供了有机养分，起
到土质改良作用。综合各项指标，

“稻-草-鹅”生态种养模式的技术试验
取得重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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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坚守岗位

25岁燃气抢修工
在甬过年

“加上今年，我三年没有回老家过
年了。等年过完了，抽空再回去看看
家人。”谷彬彬说此话的时候，像个孩
子似的有些不好意思。

1月18日下午1点，记者在鄞州区
白鹤新村见到谷彬彬时，他正在检查
燃气设施，入户给居民换钢管。谷彬彬
来自安徽，是华润兴光燃气城东分公司
燃气110抢修中心的一名抢修人员，小
伙子很精神，说起过年回家的事，他说
回不去了。“因为抢修岗位平时工作就
很繁忙，过年比平时要更忙一些，我主
动留下来。我没有结婚，连女朋友也没
有，让同事过个团圆年，将来等我结婚
成家了，再考虑回老家过年吧。”谷彬彬
今年25岁，话语很朴实。

“有户人家打不着火了，快去看
看！”正说话间，他接到华润兴光燃气
公司燃气110抢修中心指令，称华光
城一用户的报警。

谷彬彬和队友立刻赶往现场，对用
户情况和其家中的燃气设施进行了全
面检查，发现用户家中仍在使用橡胶软
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打不着火的原
因为灶具长期未使用，需更换电池。

查明原因后，谷彬彬帮助用户更
换了灶具电池，并将橡胶软管更换为
金属不锈钢波纹管，消除安全隐患。

谷彬彬毕业后就入职华润兴光燃

气，碰上疫情，他还未回过家，在燃气
抢修一线一守就是1000多个日夜。
原本以为，今年可以回家与家人过个
团圆年，当得知公司有一些同事也三
年没有回家过年，节日燃气安全运营
需要有人值守时，他主动请缨，要求春
节留岗。对此，他打趣地说：“兄弟们
安心回家，这里有我守着，放心！”

谷彬彬并非只是一个人，今年春节
主动留下来坚守岗位的人，在华润兴光
燃气还有很多。当记者聊起不能回家过
年的话题时，谷彬彬笑着说：“虽然不能
和家人一起跨年，有点小遗憾，但我感受
到了公司和同事们对我的关爱，让我得
到了慰藉。宁波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公
司就是我的第二个家，能在这样的集体
工作我觉得很温暖，能为宁波百姓的安
全用气贡献力量我也很自豪。我爸妈非
常支持我的决定，也为我骄傲。”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严娜 王艺洁 文/摄

听说过稻田里养鱼、养虾，听说过养鹅的吗？这不，眼下象山
的一家农场稻田就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白鹅，为农户带来很好的
效益。

记者了解到，这是我市首个“稻-草-鹅”生态种养新模式的示范
应用与推广项目，其充分利用水稻收割后的稻田闲置时段饲养象山
大白鹅，技术试验取得重大成功。

历来以圈养为生的大白鹅怎么让
它生活到稻田里？这并非易事，市农科
院专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试验，在技术
上取得了突破。

稻田里养鹅，利用的是水稻收割后
土地闲置时段。在宁波，上半年种植早
稻，下半年种植晚稻，在晚稻收割后到
早稻种植前，其间大约有5个月时间可
以养鹅。

专家介绍，“稻-草-鹅”的养鹅品
种要选择象山大白鹅，因为该种大白鹅
品质好、市场大，而且成长快，一般70
天以上就可成鹅上市。一年至少可以
养上两茬，这对农户增效很有好处。

现在一只象山大白鹅市场价在130
元-140元，而稻田生态饲养模式，使饲
料成本明显减少，鹅粪又无需打扫，鹅
品质提升了，对于农户来说养殖利润还
更高了。“我们大概算了一下，稻田比养
殖场养鹅成本大约每只能降低10多
元。”朱文荣说。

而对于水稻来说，养鹅的稻田基本
上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虽然水稻产量会
降低一些，但品质提升了。

“饲养过大白鹅，稻田肥力大增，下
一轮水稻种植就不用再施加基肥了！”
朱文荣说，稻田收割后留下的嫩秸秆，
经大白鹅啄食，能大大降低土壤病虫
害。而留下的粪便又是稻田很好的有
机肥，对稻田土壤改良有好处。

总体来说，“稻-草-鹅”生态种养
模式既保证了水稻的种植，又通过产
鹅，使农户亩产收入实现翻倍。

“这是我市首个‘稻-草-鹅’生态
种养项目的成功试验，将给农户带来更
好的经济效益，提高种粮大户积极性，
推进产业发展。”宁波市农科院畜禽研
究所副所长陈淑芳说，接下来市农科院
科技特派员团队将总结经验，形成标准
化生产，进一步推广，带动更多农户致
富增收。
记者陈善君通讯员詹柴史骏文/摄

象山大白鹅把家安到了稻田里

亩产效益翻倍，拓宽农户致富路

稻田里养大白鹅
宁波首个“稻-草-鹅”
生态种养模式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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