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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春植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修订后的
《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
录（第一批）》。修订后的名录共包含
156个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种
（科、属），其中鱼类 92种、虾蟹类 17种、
其他水生动物 33 种（科）、藻类 6 种、水
生植物 8种（属）。本次修订将已列为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 10 个物种予
以删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
规定和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水生生物资
源养护行动纲要》有关要求，原农业部于

2007年 12月发布了《国家重点保护经济
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第一批）》（农业部
第 948号公告），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
资源、提高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水平、促进
渔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相继修订，原名录
中的 10 个物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农业农村部对原名录进行了
修订，将花羔红点鲑等 10个物种予以删
除。修订后的名录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和执法管理工作开展提供指引和依据，
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大经济水生动植物资
源保护力度。

农业农村部修订《国家重点保护经济
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第一批）》

□□ 任朝辉

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农
牧局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水鱼设
施化养殖，推进现代设施渔业快速发展。

喀喇沁旗水资源丰富，锡伯河穿境
而过，山泉溪流众多，水质清澈且含氧量
较高。2019年开始，喀喇沁旗农牧局在
美林镇开展冷水鱼设施化养殖试点，现
已建设高标准工厂化、集约化设施渔业
养殖场2处，建有苗种繁育车间630平方
米，钢结构养殖大棚2800平方米，设施渔
业养殖水体 3000立方米，设施渔业冷水
鱼产量6万余公斤。

“设施渔业是将先进适用的新装备、

新技术、新品种引入渔业生产，通过集约
化、工厂化、数字化养殖，达到优质、高
产、高效、生态、健康、安全的养殖生产目
标，实现了节地、节水、水产品错峰上市
的效果，设施渔业的产量和效益是传统
养殖的十几倍。”喀喇沁旗农牧局水产站
负责人介绍说。

近两年来，喀喇沁旗农牧局与自治
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赤峰市农牧技
术推广中心合作，开展“冷水鱼新品种引
进与推广”“冷水鱼工厂化养殖试验”等
项目，引进推广“虹鳟水科 1 号”等优质
品种。2023年喀喇沁旗冷水鱼养殖达到
150余亩，全旗年生产柳根鱼、华子鱼、虹
鳟、金鳟、鲟鱼等冷水鱼90吨左右。

内蒙古喀喇沁旗
冷水鱼设施化养殖异军突起

□□ 陈锐 李艺杭

近期，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 450 吨
苜蓿干草经过长途运输，顺利抵达宁夏
灵武市现代养殖基地。这是首批灵武市
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苜蓿干草，将缓解
当地优质饲草短缺问题。

在智博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一头头
奶牛正在圈舍内“试吃”苜蓿干草。“经过
现场验收，品质相当不错。”智博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涛说，养殖基地将
与贸易公司开展长期合作，增加苜蓿干
草进口量。

苜蓿草蛋白质含量较高、营养成分丰
富、易消化吸收，是重要的粗饲料，可以提

升奶牛生长发育速度、提高肉奶品质。近
年来，随着消费者对高质量乳畜产品需求
的日益增长及规模养殖场的发展，养殖业
对苜蓿草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

“目前我市奶牛存栏突破 20 万头，
全年饲草料的用量达到 150 余万吨，从
哈萨克斯坦进口牧草拓宽了饲草来源。”
市养殖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晶介绍。

灵武市地处黄金奶源带，近年来锚
定“高端奶之乡”的发展目标，高标准规
划建设了 149平方公里的灵武市现代养
殖基地，目前日产鲜奶突破 3000吨。下
一步，灵武市将持续扩大优质饲草进口，
稳定货源，拓宽供应链，保障奶产业高质
量发展。

宁夏灵武市
拓宽饲草来源 保障奶业发展

□□ 童和平 陆波

陕西省镇安腊肉是深受当地消费者
喜爱的一道特色美食。近年来，镇安县
打响镇安腊肉品牌，积极推动腊肉产业
发展，将舌尖上的美味转化成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的新产业。

日前，笔者来到位于镇安县云盖寺
镇岩湾村的镇安晖腾腊肉特产有限责任
公司，只见各类熏制腊肉的木材堆积如
山，熏制车间内挂满了一排排腊肉，厂区
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包装腊肉产品。

“我们年产腊肉制品 800多吨，有熟
腊肉、生腊肉、手撕腊肉、金丝牛肉等 7
大类产品 30余种，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

销往国内外，主打产品手撕腊肉还获得
了‘康养特色产品’称号。”镇安晖腾腊肉
特产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珊介绍。

据了解，镇安县有规模以上养殖户
和企业 133 家，腊肉生产加工销售企业
3 家，年产值 1.5 亿元，带动养猪群众实
现户均年增收 5000 元。镇安县还在积
极探索“腊肉+”模式，将食品加工、直播
电商、文旅产业等融合发展。下一步，
镇安县将持续深化产业链，提高农户养
殖水平，加强腊肉生产监督、引进先进
加工技术、推动龙头企业探索电商直播
销售、参与各类美食赛事及展销活动，
扩大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提升镇安腊肉
品牌知名度。

陕西镇安县
腊肉加工成为致富新产业

近日，河北省兴隆县联合北京市平谷区在平谷区世纪广场举办了“兴隆年货进
京城”年货大集活动，吸引了大量北京市民前来购买。兴隆县土猪饲养时间达11个
月，保留了“年猪”味道。摊主季文章的土猪肉销售火爆，当天卖出猪肉500余斤，销
售额达1万余元。为此，平谷区专门为季文章协调了固定售卖点，畅通了“年猪”的销
售通道。图为市民在抢购“年猪”肉。 杨旭 摄

“年猪”进京 销售火爆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岳海兴

近日，黑龙江冷水鱼冬捕季系列活动“鸡西兴凯湖冬
捕节”在兴凯湖新开流景区拉开帷幕，全国数以万计的游
客相聚于此，共同目睹“冰湖腾鱼”的壮观场面。

鸡西市水域总面积 400 万亩，天然水域有自然鱼类
64种，主要养殖鱼类18种。其中兴凯湖大白鱼是鸡西市
地理标志产品，被 2019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组委会
评为“黑龙江省十大地产特色名鱼”。鸡西市传统水产养
殖面积约 57万亩，稻渔综合混养约 11万亩，水产品产量
近 5万吨。其中兴凯湖大白鱼养殖面积 21万亩，捕捞及
养殖总产量380吨，产值7600万元。

鸡西市渔业资源优势，围绕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科技创新，促进冷水鱼产业振
兴与三产融合发展。以扩大规模、提质增效为重点，以

“中国兴凯湖大白鱼之乡”品牌建设为抓手，鼓励企业发
展兴凯湖大白鱼制品、休闲食品、特色风味食品等精深加
工产品，打造鸡西特色品牌。借力冬捕节活动，培育壮大
加工企业、餐饮企业，助力休闲垂钓及旅游观光业发展，

实现“一鱼多吃、一渔多产”。
开幕式上，呼唤、擂鼓、燃圣火，祈福、起舞、齐出征，

醒网、渔猎、庆丰收，近千名演员通过艺术的形式再现了
六七千年前肃慎人在兴凯湖畔的渔猎生活。

“出鱼啦！”草鱼、鲢鱼、鲫鱼、鲤鱼随着渔网的拉动，
竞相涌出水面，冰面瞬间腾起雾气。鸡西兴凯湖湖水澄
清，透明度较高，拥有天然的资源优势。近年来，兴凯湖
冬捕节成为当地冬季冰雪旅游的重头大戏，2015年被列
入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本次冬捕节，吸
引来自北京、吉林、安徽、深圳等全国各地游客、网红达
人、体育项目爱好者、文化活动爱好者约5万人，预计带动
旅游收入超过3000万元。

鸡西市以兴凯湖冬捕节为依托，持续发挥冰雪资源
优势，通过冰雪“搭台”、经济“唱戏”，将传统的渔猎文化、
精彩的文艺演出和各具特色的冰上运动等系列活动相结
合，展示地域特色文化，推进冰雪资源和产业项目有机结
合，不断拓展产业链条，弥补冰雪产业短板，促进冰雪旅
游与文化、体育的深度融合发展，让“冷资源”真正成为

“热产业”。

黑龙江鸡西市兴凯湖

冬捕节搅热“冷资源”

□□ 文俊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1月 18日，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楚宝黑头羊”作为
湖北首个自主培育的国家级山羊新品种，成功通过由全
国畜牧总站等单位组成的农业农村部专家组现场核验。

专家组对荆门景阳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核心育种场成
年公羊、母羊和周岁公羊、母羊进行现场核检。在荆门市
东宝区成元肉羊养殖家庭农场、荆门市晨泰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荆门市香龙山牧业有限公司分场，专家组详细了
解“楚宝黑头羊”的扩繁情况。通过现场抽样核查、走访
养殖企业、查验资料、质询答疑、听取工作汇报后，认为

“楚宝黑头羊”现场核验结果与申报材料相符合，同意通
过畜禽新品种认定，并上报农业农村部。

据了解，“楚宝黑头羊”由荆门景阳农牧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湖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院，经过近 10年的不
断创新与努力培育而成。“楚宝黑头羊”以麻城黑山羊为

母本，导入波尔山羊血统（25%），具有繁殖力好、生长速度
快、适应性强的特点。该品种繁殖性能好、成活率高、耐
粗饲，能适应亚热带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放牧、舍饲、半
舍饲条件下均可饲养，生产性能优越，适宜在长江中下游
地区推广，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有望成为湖北省肉羊产
业的当家品种，可有效解决湖北省山羊产业发展的种源
问题。

目前，“楚宝黑头羊”已在湖北鄂东的黄冈、鄂西的十
堰、鄂南的咸宁和江汉平原的荆门、宜昌等7个县（市、区）
进行了推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楚宝黑
头羊”育种群和扩繁群总存栏已达到23288只。下一步，东
宝区将以“楚宝黑头羊”国家级新品种、傅廷栋院士工作站
和湖北农谷制种基地为依托，深入实施种业提升行动，加
快推进羊业小镇建设，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
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
体系。

湖北首个自主培育国家级山羊新品种——

“楚宝黑头羊”通过现场验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少斐

数千头奶牛安静地站在巨大的挤奶转
盘上，由机器进行自动化挤奶，转盘转完一
圈，奶牛刚好挤完奶，挨个走下传送带，经
过淋浴后返回圈舍，一切井然有序。这是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澳亚奶牛养殖基地里
的一幕。

近年来，河口区成为山东省乃至国家东
部地区重要优质奶源基地。全区共建成万
头奶牛场 3个，生鲜乳产量 24.45万吨，分别
占全省的 5.56%、8.03%，生鲜乳最高蛋白含
量达 3.5%、乳脂率达 4.2%，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发展成就，是因为
河口区抓住了“种源”“草源”“奶源”三大关
键点，实施了“三源”创新工程。

首先是“种源”创新，推动种质资源本地
化。针对奶牛种源“卡脖子”问题，河口区持
续推动奶牛品种遗传改良和种质资源创新利
用。依托龙头企业搭建良种扩繁场，推动澳
亚集团创建国家首批奶牛核心育种场，建立
了拥有810头奶牛的高产奶牛核心群。核心
群单头奶牛年产奶量达14吨以上，全区奶牛
平均产奶量已达13吨/年/头，年增长3.1%。

河口区还全力推进奶牛繁育关键技术
研究与集成应用，建立胚胎移植专家团队，
引进国际最尖端的体外受精技术，实现分子
育种技术全链条集成。目前，河口区年产体
外胚胎可达 5万枚，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荷
斯坦牛种质资源交换平台和奶牛胚胎移植
中心，“试管奶牛”技术进入产业化轨道。

其次是“草源”创新工程，扩大饲草来
源。河口区推进“粮改饲”项目，改良盐碱
地，推广耐盐碱牧草。为了改良盐碱地，河
口区探索沼液“暗管渗透法”还田改良、还田
深耕等方法，在提高饲草产量的同时还实现
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此外，河口区还积
极推广林草间作、闲田种草、荒地种草等方
式，推动青贮玉米和甜高粱的规模化种植和
订单式生产，扩大优质牧草和饲料作物种植
面积。

第三是“奶源”创新，建设高品质奶源基
地。在养殖端，河口区提升奶牛养殖规模化
标准化水平，在牛群管理、饲喂监测、挤奶操
作等方面实现自动化。为了保障奶源质量
安全，河口区全面落实疫病防控各项措施，
开展动物疫病净化、无疫小区建设、人兽共
患病防控，并建成全国首个奶牛无布鲁氏菌
病和无牛结核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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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红原县邛溪镇达格龙村的牧民在给牦牛打耳标、上保险。 东梅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少斐

去年入冬以来，全国多地经历寒潮，
出现强雨雪天气，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风
险增高，给牧区畜牧业生产带来隐患。

冬季降雪原本对牧区非常重要，积
雪覆盖牧草，具有保温保墒作用，有利于
来年牧草生长。但是如果雪量太大，持
续时间太长，就会形成“白灾”，牲畜容易
冻饿死亡，给牧民带来严重损失。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后冬（2024 年
1-2月），我国大部气温接近常年，但冷暖
起伏明显，西藏大部、内蒙古东北部、黑
龙江北部、青海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
期偏低。

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四川红原县，
面临着我国高寒牧区普遍存在的越冬难
题。记者近期来到这里，了解红原牧区
如何防灾减灾、保障牛羊安全越冬。

卧圈种草，扩大饲草来源

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上，翻过气势
磅礴的鹧鸪雪山，便进入红原境内。冬
日的高原上满目金黄，草原早已进入枯
黄期，牦牛成群地散布在草场上，埋头采
食着枯草。这些枯草蛋白质含量极低，
几乎只剩下粗纤维和木质素，但却是冬
季草原上牲畜赖以生存的食物。

如果遭遇雪灾，厚厚的积雪覆盖了
牧草，那牲畜可能就无以为食了。牧民
们说，马可以用蹄子刨草吃，羊是啃着草
吃，牛是用舌头卷草吃。所以马的破雪
能力最强，可以踏破 30 厘米以内的积
雪。其次是羊，能用前蹄刨出 20厘米积
雪下面的牧草。牛的破雪能力最差，当
积雪超过 10厘米厚的时候，就无能为力
了。因此雪灾发生后，首当其冲的是牛，
它们每天踏着很深的积雪，走一天还是
吃不饱肚子，体力一天不如一天，可能晚
上卧下后第二天就站不起来了。

有时候积雪虽然不厚，但如果雪面
覆冰形成冰壳，牲畜也难以扒开雪层吃
到牧草。冰壳还会划破牲畜的蹄腕，造
成冻伤。

草，决定着冬牧场上的牲畜存亡，也
是防范灾害的关键。最大的问题是，草
从哪里来？

以前红原县牧民们完全依赖草场放
牧，普遍没有种草观念，冬天容易出现饲
草料短缺的问题，如今在政策鼓励下，牧

民们正在转变观念，开始探索种草。
近两年，红原县一直在推动卧圈种

草，即利用牧民圈养牲畜转场后的闲置
场地种草。每年5月，红原县牧民会迁往
夏牧场，冬牧场就闲置下来，此时进行简
单的翻耕，撒播上燕麦等饲草种子，可以
在秋季返回冬牧场后收草晾晒，作为冬
春储备饲草。

但是牧民没有种草的习惯和经验，
当地政府为鼓励牧民种草，不但免费提
供饲草种子，还对种植时间、种植管理、
收获贮藏等种收过程提供技术指导。

现在越来越多的牧民有了种草意
识，也学会了种草。“卧圈种植的牧草长
得很好，因为冬牧场中有充足的家畜粪
便做肥料，平时的种植管理也不是很
难。”红原县瓦切镇牧民泽郎夺尔基说。

只靠牧民种草还不能完全满足饲草
需求。红原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局
长刘强介绍，红原县还在推行多种种植经
营模式，鼓励牧户、合作社、企业等主体参
与种草，建立“企业+基地+农户”抱团发展
的联农带农模式。目前，全县拥有人工草
场24.3万亩，年生产干草9.95万吨。

多级储草，有备才能无患

去年9月以来，红原县下了两三场小雪，
积雪很快便融化了。这个冬天的大雪似乎
要来得更晚一些，但是牧区的人们却不能放
松大意，因为更大的挑战在冬季过后。

红原县每年降雪季节长，从9、10月份
持续到第二年的3、4月份。“冬季不是最难
的，春季下大雪更可怕。”当地牧民说。

每年2、3月份，牲畜刚刚熬过漫长的
冬季，瘦弱不堪。高原春季气温低，牧草
返青晚，枯草根也快吃完了。此时一旦
下大雪，积雪把草根覆盖，就成为“压死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2023年3月红原
县曾下了一场大雪，积雪十几厘米，就导
致了一些牦牛死亡，给牧民造成了损失。

全国畜牧总站草业处处长王加亭
说，为应对冬春自然灾害，国家每年都给
牧区提供防灾减灾专项资金，用于解决雪
灾造成的饲草料缺乏等问题。政府还在
通过实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等政策项
目，投资建设防灾减灾饲草储运体系。

在红原县安曲镇防灾减灾饲草储运
中心，成捆的燕麦草整齐堆放在仓库中。
储运中心负责人介绍，这里的2000多吨燕
麦草会在冬春季节陆续发放给牧区。

红原县各个乡镇也都有储草点，储
备有六七百吨饲草，会应急发放给牧民。

通过政府发草、自行购草、卧圈种草
等途径，牧民也在尽可能多地储备饲草。
在红原县邛溪镇热坤村冬牧场，牧民胡尔
多用钥匙打开了储草房的门锁，向记者展
示自己储备的饲草，只见燕麦干草泛着淡
淡的绿色，还带有成熟籽粒，意味着营养
成分较高。这间储草房不算大，草料堆到
了一人多高，如果雪灾发生，这些草料够

胡尔多家39头牦牛吃上好几天。

建棚投保，减少灾害损失

雪后的极端低温也是导致牲畜死亡
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强介绍，红原县冬
季最低气温能够达到零下二十几度。而
当气温低于-25℃，牦牛冻死概率就会大
幅上升。

除了储备饲草料，还需要建设棚圈，
来帮助牲畜抵御严寒。牧民有一些传统
方法为牲畜保暖，比如将冬季定居点选择
在背风向阳的山坡上或山坳里，用土块或
草皮垒墙作为畜圈，以抵御寒风。但是这
类畜圈都是露天的，抵御寒风的效果有
限，许多牲畜都是因夜间受冻得病而死。

而现在，牧区建起了暖棚，夜间保温
效果大幅提升，牲畜的死亡率也降低不
少。在邛溪镇热坤村牧民求科家里，记
者看到了宽敞的牦牛暖棚，有20几米长，
10几米宽，屋顶铺设了彩钢瓦，一走进去
耳边的风声就消失了。太阳落山后，求
科会把牦牛赶进来，暖棚里的温度会比
外边高好几摄氏度，牦牛在这里就能够
安全度过严寒的冬夜。

及时掌握天气变化，有助于牧民提
前防范灾害。入冬以后，红原县的牧民
每天晚上都会关注天气预报。当地政府
也会在极端天气发生前发出预警。“如果
有坏天气，我们会在微信群里通知所有
牧民。”红原县邛溪镇达格龙村副支书东
梅打开手机，点进一个微信群，群里有
490多位牧民。

牲畜能否安全越冬，和饲养管理也有
一定关系。经验丰富的牧民会通过精心
牧养，提高牲畜膘情，增强它们越冬时的
防寒能力。如果饲养不好，牲畜膘情不
好，在恶劣天气下就容易生病死亡。如今
牧区的牛羊冬季不再完全依赖放牧采食，
晚上牧民会把它们赶回圈中投喂饲草料
进行补饲，死亡率因此下降了不少。

要减少因灾损失，农业保险发挥着
重要作用。“我们会帮助牧民及时购买牦
牛保险，为了避免有遗漏，还会在每年12
月到牧场为当年出生的犊牛集中买上保
险。”红原县邛溪镇达格龙村书记格波介
绍，牦牛的保费 100多元，牧民只需要出
20多元，其余均为政府补贴。“在 2023年
春天的雪灾中，村里受灾的牧民获得了
每头牛犊2000多元的死亡赔偿。”红原县
邛溪镇达格龙村牧民银青说。

卧圈种草、多级储草、建棚投保——

红原高寒牧区今年这样越冬度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