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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讀元陽縣「稻魚鴨」種養
總面積 示範區面積 輻射帶動面積

10萬畝 6萬畝 4萬畝

示範區一年投入產出對照
品類 投入（種苗） 畝產量 單價 畝產值

紅米 種籽3公斤 410公斤 7元 2,870元

商品魚 魚苗10公斤 50公斤 40元 2,000元

梯田鴨蛋 鴨苗16隻 2,450枚 2元 5,400元

梯田鴨 鴨苗16隻 —— 30元 480元

總產值：10,750元

註：計價單位-人民幣

來源：元陽縣農業農村和科學技術局

循着山野中傳來的陣陣打穀聲，攀
着層層梯田拾級而上，牛角寨鎮

果期村村民馬興明正在田間進行水稻
手工脫粒。他表示，一抱起稻穗就知
道，今年收成好於往年。
「今年增產得益於育苗周期延長了
10天。」葉茂林說，多年栽種摸索得
來的經驗，讓他們今年早早將種籽發
放到農戶手中，組織農戶育苗的周期從40天延
長到50天。「移栽到大田中的秧苗更壯實、更
剛勁，長勢更好。」

企業提供良種 全程跟蹤指導
葉茂林同時還是元陽縣糧食購銷公司派駐牛角
寨鎮的員工，該公司已在元陽縣多個鄉鎮發展梯
田紅米種植，優選紅陽3號等優質紅米種籽，免
費發放種植戶，並全程跟蹤進行技術指導，收割
後以高於市場價收購稻穀，加工後銷售，深受國
內市場歡迎。
時近中午，果期村委會總支書記馬有明準備了
一桌豐盛的午餐，食材基本都是「梯田出品」：
除了梯田所產的紅米飯、紅米酒外，油炸的稻花
魚、清燉的鴨子、蒸熟的鹹鴨蛋是與梯田紅米共
生的產品；而哈尼豆豉、油炸小黃豆，則來自田
埂上栽種的小黃豆。

產值升至8000元 今秋有望破萬
在梯田傳統耕作模式中，哈尼群眾已有在梯田

裏放養魚、鴨的習慣，但管理粗放、不成規模，

魚、鴨及蛋僅供自家食用。元陽縣引
進龍頭企業引導農戶種植優質紅米，
分節令放養魚、鴨，並在田埂種植黃
豆，以保底價收購紅米、商品魚和鴨
蛋，令梯田綜合產值由單一水稻種植
的千元（人民幣，下同）出頭，提升至
8,000元以上，今秋更可望突破萬元。
「稻魚鴨種養模式，也是哈尼先民

的智慧體現。」馬有明解讀說，梯田種植不僅不
便使用大型農業機械，也不能使用化肥、農藥。
魚與鴨的排洩物，成為人工追施農家肥的補充，
並隨魚和鴨的游動均勻分布；田間的雜草與害蟲
是魚、鴨的食物，魚和鴨養在田間既除蟲除草又
能獲得充足營養；而魚、鴨在稻田內游動，也會
對水稻莖根部產生一定的刺激作用，還可以翻動
底泥促進水稻生長，有利根系分蘗。稻魚鴨相生
而不相剋，形成一套完整的立體耕作系統。

元陽哈尼梯田大事記
◆2010年6月列全球重要農業文化保護試點

◆2010年12月獲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稱號

◆2013年5月列第一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2013年6月紅河哈尼梯田列世界遺產名錄

◆2014年2月梯田紅米列「雲南六大名米」

◆2015年3月梯田紅米獲有機認證證書

◆2015年6月獲授「中國紅米之鄉」

◆2018年2月列首批國家級稻漁綜合種養示範區

來源：元陽縣農業農村和科學技術局

哈尼梯田位於雲南紅河哀勞山
區，是中國梯田的傑出代表，是世
界農耕文明史上的奇跡，其呈現的
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
構」的農業生態系統，是人與自然

高度和諧的典範。在哈尼梯田核心區，山頂必有茂
密的森林，山腰是人們生活的村寨，村寨下方是層
層疊疊的千百級梯田。高山區森林、中部山區村
寨、下半山區梯田、山腳河流的四要素，構成了哈
尼梯田核心區特有的平衡生態空間布局。

適度的海拔、溫和的氣候、充沛的雨量，非常適宜水
稻生長。哈尼族先民以數十代人畢生心力，墾殖了成千
上萬梯田，層層梯田隨山勢地形變化，因地制宜，坡緩
地大則開墾大田，坡陡地小則開墾小田，甚至溝邊坎下
石隙之中，無不奮力開田，因而梯田大者有數畝、小者
僅有簸箕大，往往一坡就有成千上萬畝。

水是農業的命脈，高山森林孕育的溪流水潭，順
盤山而下的水溝流入村寨、梯田；梯田連接，水溝
縱橫，泉水穿過塊塊梯田，由上而下長流不息，最
後匯入山腳的江河湖泊，又蒸發升空，化為雲霧陰
雨，貯於高山森林。如此反覆，生生不息。

因地制宜發明「沖肥法」
於農耕而言，水之外最重要的是肥。哈尼人利用

村寨在上、梯田在下的地理優勢，發明了「沖肥
法」。每個村寨都挖有公用積肥塘，牛馬牲畜的糞
便污水貯蓄於內，經年累月漚成高效農家肥，春耕
時節挖開塘口，放水將其沖入田中，節省大量運肥
勞力。放牧於山野的牛馬豬羊畜糞堆積在山，六七
月間，潑瓢大雨將滿山畜糞和腐殖土沖刷而下，至
山腰被大溝攔腰截入，順水紛注入田，及時解決稻
穀揚花孕穗正須追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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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空間平衡
適宜水稻生長

雲南元陽縣：今秋紅米每畝增產約80公斤

管理80餘畝梯田、近600隻鴨子，年產紅米稻
穀3噸多、鴨蛋超10萬枚、商品魚逾1噸，47歲的
大魚塘村村民李正福很有成就感。更為重要的
是，他可以在家門口務工，做着自己熟練的活計，
拿着豐厚的薪酬，不再需要離家奔波。
年輕時的李正福也種梯田，但所產糧食僅夠自
家食用，因而沒有收入來源，「鹽巴、辣子都沒有
辦法解決。」離開梯田打工的李正福因無多少技
能，只能在工地做小工，僅憑賣苦力掙來的收入並
不高；又因春耕秋收等農忙時節須回家幫忙，李正
福打工一度只能選擇就近城市。令他苦惱的是，兩
地奔波不說，農忙後再返回打工又須重新尋崗位，
從頭做起；若暫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這段「空窗
期」只能吃老本。
2012年，婚後育子的李正福和妻子不便在外奔

波，回到了大魚塘村開辦農家樂，每年毛收入達
到7萬元至8萬元（人民幣，下同），遠超外出務
工收入。2017年，呼山眾創公司在大魚塘村流轉
梯田，創建稻魚鴨綜合種養示範基地，李正福流
轉了自家的2.5畝梯田，開辦農家樂的房屋也租
給公司闢為體驗店，展示農耕農具和農特產品。
李正福夫妻則雙雙成為公司員工，李正福負責管
理80餘畝梯田，除種植梯田紅米外，還養殖梯田
鴨、梯田魚；妻子則負責體驗店的保潔、接待，
並為基地員工做飯。對於目前的收入，李正福較

為滿意：梯田租金每年每畝1,200元，可收入
3,000元；房屋租金每年3.8萬元，今年更可增至
4萬元以上；自己的月工資從1,600元漲到了
3,000元，妻子的月工資也從1,600元漲到了2,200
元，每年收入已超10萬元。
從事稻魚鴨綜合種養3年多，李正福已對各個環

節了然於胸：稻種育苗時，將雛鴨放養於梯田；秧
苗移栽完成後，放入魚苗，並將已逐漸長大的鴨子
轉移至空出的育苗田；待秋收結束後，再將成鴨
趕入梯田，此時梯田中養殖的魚已打撈售出，自
然掉落於田間的穀粒、田埂上的螞蚱，都是鴨子
喜愛並催產蛋的食物。與其他農戶須將成鴨移至
鴨舍飼養不同，李正福管理的梯田有專門的育苗
田，其空閒時正是飼養成鴨的最佳場所。「有了游
動的水體，母鴨更健壯，產蛋也更多。」

回鄉務工不奔波
年收入超十萬元

稻稻魚魚鴨鴨梯田梯田共生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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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雲南哈尼梯田種植的紅米已陸續開鐮收割，層層

疊疊的梯田和村莊裏，處處是緊張忙碌的身影：或收割、或

打穀、或在房屋露台晾曬稻穀、或人背馬馱，將收穫的稻穀

送回高山林間的村莊，一派緊張繁忙的秋收景象。驅車進入

哈尼梯田核心區，遠眺遍野金黃，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元陽縣梯田紅米有機合作社理事長葉茂林興奮之情溢於言

表：「今年的梯田紅米每畝增產40公斤左右。」不過他的估

計稍有保守。據元陽縣農業部門對1,100畝梯田紅米示範基地

的實地測產數據顯示，今秋平均畝產達到442公斤，比去年

的358公斤增產23.5%。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譚旻煦 雲南元陽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梯田紅米增梯田紅米增
產產，，葉茂林難葉茂林難
掩興奮掩興奮。。

■果期村村民馬興明與妻子。

■稻魚鴨種養模式，是哈尼先民的智慧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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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魚鴨」種養模式

■■雲南哈尼梯田種植的紅米現在已陸續開鐮收割雲南哈尼梯田種植的紅米現在已陸續開鐮收割。。

■■哈尼梯田獨特的平衡生態空間布局哈尼梯田獨特的平衡生態空間布局，，有利水稻生長有利水稻生長。。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對於目前的收入，李正福很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