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跑遍3000个村落，种得一片干净田
【文/蔡娴   图/受访者提供】  

作为南方人，三天不吃大 米 似乎就会感觉哪里不

对，好像没了“原装”的能量。即便天下美食没少吃，胃里

仍旧会“寂寞如雪”。大米饭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最平常

的主食，通常会忽略，甚至连农民都认为，大米只是用来

填饱肚子的，至于有什么营养，那是瞎扯淡。而人称“米

痴”的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科技学院的吴殿星教授却花

了20年的时间，证明它应该要多讲究。

当大米足够好，一碗米饭就是骄傲

在认识吴教授之前，新手妈妈周晓在怀孕5个月的时

候，被告知铁的含量比较低。正当她发愁时，偶然的一个

机会，她认识了吴教授。吴教授说，通过吃饭就可以补充她

所需要的铁含量。于是，周晓吃了两个月其研制的“高铁

锌米”，铁含量居然真的就达标了。因为这次渊源，原本就

从事健康产业的周晓，加入了吴教授的团队，跟着他一起

当起了“米痴”。

加入团队，并不是周晓的一时冲动。其实，早前在参观

农场、在实验室听吴教授介绍研究过程开始，她就已经动

起了“小心思”。她看到了实验室里的选种和培育过程：因

为水稻对土壤中的重金属非常敏感，所以先选育出对铬、

汞、铅、银等重金属不敏感的植株，然后再进行培育。

因此，加入团队以后，周晓做的第一件事是给这两款

大米取名字：孕妇是需要补铁补锌的主要人群，所以高铁

锌米可以叫“孕宝米”；孩子对补锌的需求更高，所以高锌

米就叫“贝贝锌米”。大米是非常细分化的，“吴教授专攻的

是功能性大米，虽然这些种类的米人人都可以吃，但特殊

时期的特殊人群对微量营养素的需求量各不相同。”作为

过来人，周晓认为，有针对性地食用大米显得很有必要。

稻田里有鱼和虾，还能游泳？

农业是一个比较孤独的环境，而吴教授却依然坚持

了20年。为了给研制出的好品种找到优质土地，吴教授和

他的团队更是在8年前就开始寻找一片肥沃的净土，走遍

周边省市大大小小3000多个村落，终于在太湖和钱塘江

两大水系的源头——临安昌化，找到了理想的种植地。这

里保留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原生态深山峡谷。东经119°，北

纬30°，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

沛、四季分明，年均降水量1613.9毫米，土壤中矿物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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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农田干净到可以游泳，
“熊孩子”猛地扎进了田里玩
得欢畅，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都是天地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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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息。有时候，所谓“落后”，无非是在坚持几百年的传

统。周晓说，也正因如此，这片稻田更不可能会打农药、施

化肥，“跟鱼虾共养的方式非常直观，所以我们如果用农

药的话，下面的鱼和虾早就死光了。”

变身成一种生态圈

周晓说，经常有年纪大的农民大叔对他们说，“你们

这样种怎么赚得到钱？农药都不打哪里来的产量？”大部

分还是以产量为前提，对重金属超标这个概念可能还不是

很强。

素丰富多样，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天地造化。

现在的土壤污染非常严重，不是说山里种出来的就一

定是好的。“就算选中了昌化的这块地，因为它污染的情况

相对好一些，但第一年我们没有马上进行种植，因为土壤

的修复期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周晓说，这个基地早在

三年前就开始启动了，但去年才开始种植。就是因为团队

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对土壤进行修复，只有等修复完成，检

测各方面指标都达到标准后，才能开始种植。

吴教授带着他的团队，租下200多亩田，种上了庄

稼。这些种在田里的水稻种子，都是经过多轮的物理选

育，然后再放到田里。

有意思的是，种植基地在收获的季节里，表面看上

去都是一块块普普通通的稻田，可要是扒开水稻来看，你

对水稻的认知就会被颠覆。水深1米5的水稻田里，居然

还养了鲫鱼和小虾。常常一个大网兜扑下去，“哟，一条大

鲫鱼！”周晓说，她也没见过，稻田里竟然可以养“虾兵蟹

将”的。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能吃掉害虫和杂草，排泄出

来的粪便又可以成为肥料。

而且，这片水塘干净到可以游泳，能看到“熊孩子”猛

地就扎进了田里玩得欢畅，这幅景象估计是绝无 仅有

了。除了水里的这些妙招，地上也有古法的秘密，在水稻田

旁边的小山上，吴教授还养了一群鸡。这鸡虽然吃不了田

里的害虫，但它们的粪便是最好的农家肥。在播种水稻的

时候，将鸡的粪便撒到田里，那层底肥得有多营养！

这就是“稻、鱼、鸡鸭共生”，吴教授说，500年前的

古人，就是这样种地的。一个小型闭环系统，如此循环，生

不过，产量的确是困扰他们的问题，因为种的是单季

稻，去年的贝贝锌米产量都不到5000斤，非常的少，“功能性

大米最重要的就是种子，量上不去，总体来说产量很低，就

算有人要来买50万斤米，我们也交不出来。”由于种植方式

和产量的关系，导致大米产量只有普通大米的50%。

今年，团队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周晓介绍，他们已经

和村里达成协议，水稻田面积扩展到500多亩，“我们会召

集周边的农民，把种子给他们，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式来

种，然后再去收购他们的稻谷。”

此外，他们还在申请科普基地，开展农业生态亲子

游，实现后续的生态圈发展。比如，他们正在距离基地不远

处筹建一片百草园，计划种植1000多平方米的中草药，希望

可以让爸爸妈妈们领着孩子来认识、辨别药草，感受中医药

文化的博大精深……周晓希望，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农场参

观，通过体验才能真正了解这种自然的种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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