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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以稻渔共生为核心，通过水稻种植与水产养殖的有机结合，实现了“一水两用、

一地多收”的显著成效。 

    一、生态响应解析： 

    1.土壤生态响应。稻田有机质明显增加，氮磷含量明显增加，增肥保肥效果明显，大大

节约了养殖成本，保护了生态环境，促进水稻的生长。 2.水质生态响应。鱼类在稻田中的活

动促进了水体的循环和更新，提高了水体的溶解氧含量。鱼类的摄食作用可以有效控制稻田

中的害虫和杂草，减少了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降低了水体污染。此外，稻田中的水生植物

和微生物群落也为鱼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生态平衡。

3.生物多样性生态响应。稻渔共作模式为多种生物提供了栖息和繁殖的场所，增加了稻田生

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稻田中的鱼类、昆虫、水生植物等生物相互关联，形成了复杂的食物

链和食物网，提高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同时，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也有助于控

制病虫害的发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优化模式示范推广应用： 

    1. 技术集成与创新：连山农业科学研究院在稻渔共作模式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集成

与创新，实现了病虫害的减少和农药化肥使用量的降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2. 示范基地建设：为了推广稻渔共作模式，连山建立了多个示范基地，不仅展示了稻渔

共作模式的优势，还为农民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3. 校企合作与产学研融合：连山农

业科学研究院积极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共同推动稻渔共作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农业现

代化进程贡献了力量。 

   项目优化模式在连山及周边地区广泛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近3年

来，推广区域稻渔综合种养亩均增收1700多元，带动八千多户农民增收5000多万元。促进农

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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