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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农优品牌 振兴先锋
广告

武汉农博会展

□□ 董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在“十四冬”的各个赛区内，有一群热
情洋溢的志愿者坚守在各自的岗位，在接
待保障、礼仪、竞赛服务、安全保障、兴奋
剂检测、场地器材服务等岗位提供志愿服
务，为运动员、观众、媒体、工作人员送去
温暖，他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雪团”。

“作为一名农垦志愿者，我能够为‘十
四冬’贡献自己的力量，感到十分荣幸。”
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志愿者谭玉娇告诉
记者。作为本次“十四冬”的赞助商，呼伦
贝尔农垦积极履行“东道主”职责，不仅为
赛事提供资金支持，还从各基层单位选派
22 名优秀员工参与到开幕式重要来宾接
待工作中，塑造了良好的呼伦贝尔形象。

数字赋能是“十四冬”志愿服务的一
个亮点。“十四冬”筹委会志愿者服务部办
公室主任、内蒙古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

杨国奇告诉记者，“十
四冬”所有志愿者全
部实现在“志愿北疆”
平台注册，根据不同

岗位、不同点位签到打卡，记录志愿服务
时长。截至目前，累计志愿服务时长已经
超过 43 万小时，预计比赛结束将达到 60
万小时。

为保障志愿者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保
持志愿者良好个人状态，呼伦贝尔赛区各
比赛场馆设立 6个“志愿者之家”，具备物
资储备、学习交流、轮岗休息、理论学习、
心理疏导、应急处置等功能，此外还开通
了“小雪团”服务热线，及时掌握赛会志愿
者思想动态并解决应急需求。

除赛会志愿者之外，在“十四冬”期间，
呼伦贝尔市的3万余名在职党员也充分发
挥“东道主”精神。呼伦贝尔市委组织部组
织一科科长陈政告诉记者：“我们建立了党
员先锋突击队和微信工作群，及时便捷有
效地引导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外卖送餐
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党员就近就便参
与服务。”

“ 小 雪 团 ”闪 耀“ 十 四 冬 ”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2 月 19 日，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
相关处室和专家召开寒潮、雨雪和大风天
气防范应对工作会商会，印发《关于做好
寒潮、雨雪和大风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通
知》，全面部署农业生产防范工作，要求紧
盯可能出现的灾害，组织农业专家、技术
人员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分区分类施
策，精细精准指导，切实减轻灾害影响，确
保春耕生产开好局、起好步。

据气象预报，近日，冀西北部最低气
温继续下降 4-8℃ ，其他地区继续下降
8-12℃，多地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局部地
区有中雪、大雪到暴雪，本次天气过程降

温幅度大，寒潮、雨雪和大风
天气过程可能对农业生产安
全和农产品稳价保供造成不
利影响。要严密监视天气变

化，加强与气象、应急管理等部门沟通会
商，及时做好预报预警，多渠道做好灾害
性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和传播工作。及时
跟进寒潮天气对冬小麦生产的影响，加
强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范技术培训，提
早制定返青期技术意见，奠定夏粮丰收
基础。

针对畜禽养殖行业，张家口和承德地
区要及时添置防寒保暖设施设备，合理采
取圈舍密闭措施，做好畜禽保暖。牛羊舍
和开放式的猪禽舍要挂好草帘或盖上塑
料薄膜等，以提高舍内温度，特别要做好
羊羔和牛犊产房保温措施，避免幼畜受冻
损伤。

河北：部署寒潮雨雪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振中

一头黑猪在插上科技的“翅膀”之
后，究竟能“飞”多高、“飞”多远？在生猪
养殖大省江西，你可以找到精准的答案。

一头“赣西两头乌”，作为比肩“金华
两头乌”的本土传统保护猪种之一，制成
的火腿以2000元/腿的价格卖到了国外。

一头“山下长黑”，作为攻破国外技
术壁垒的江西培育新品种，多了 1-2 对
肋骨，可多产 6-12斤肉。其市场价值高
于普通地方品种土猪20%以上。

一头赣南香猪，作为从西藏等地引
进并已进行50年本土化生态养殖的特色
品种，通过示范推广脐橙园饲养等林下
生态养殖模式，养殖经济效益提高了 8%
以上。

利用纳米技术加工制作火腿，借助
“中芯一号”基因组选择育种，推广“猪-
沼-果”等养殖模式……在三头黑猪“跑”
出好市场与高效益的背后，是江西省生
猪产业技术体系强有力的科技助跑。近
几年来，以黑猪肉为代表的优质猪肉消
费需求增加，进一步催生了我国本土培
育黑猪品种的需求。为了抢抓需求、优
质供给，江西省注重科技发力，推动公益
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和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的联合攻关与相互协作，推动
以三种黑猪为代表的江西黑猪“闯”出了
一条强农致富之路。

协同攻关、智慧养殖的“科技范”

特色浓、品质好、风味佳的猪肉，是
受消费者欢迎的土特产，特别是黑猪肉，
肉质鲜美、口感独特，所以人们对黑猪肉
的消费需求也在逐渐上升，这为地方黑
猪的发展带来有利的契机。然而，在过
去，我国的本土黑猪种普遍存在体型小、

产肉量低的问题。
为了解决“体小肉少”等问题，突破

关键技术、形成核心产品、推动猪业发
展，2022年 9月，江西省生猪产业科技创
新联合体正式揭牌成立。成立以来，该
联合体聚焦种质资源挖掘、优良新品种
（系）培育、现代生物种业关键技术创新、
精准营养与饲料配制等研发方向，集中
优势资源，开展协同攻关，为江西生猪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上-中-下游”全产
业链科技支撑与整体解决方案。

为了找准着力点，该联合体厘清了
产业链的研究方向和攻关重点，而第一
个攻关重点就是攻克育种难关——打破
华系种猪以母系培育为主、缺乏父本品
系的现状，培育出“大（体型大）、快（生长
快）、好（肉质好）、省（省精料）”的新猪
种，实现黑猪养殖高质高效。

高质高效达到育种目标既定的性状
指标，需要前期科研成果的积累和转化
应用，“山下长黑”的创制成功，离不开中
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黄路生团队数十年如一日的科研攻关和
创新研究。

在华系种猪培育中，科研团队采用
前期取得的多肋、肉色、优质猪肉选育等
多项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育种专利新技
术，结合使用自主创制的“中芯一号”基
因组芯片，先后攻克了体型小、产肉量
低、毛色分离等重点难点问题。

一项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运
用，对“山下长黑”这一生猪品种培育发
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2023 年 5 月，

“山下长黑”荣获国家畜禽新品种认证，
让江西省实现了自 1999 年以来 24 年的
畜禽国家审定新品种的突破；2023 年 8
月，荣获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对黑猪产业发展来说，育种是核心，

但养殖技术也是关键。近年来，生猪养
殖行情一度低迷、养殖成本增加，如何依
托本土资源破解这一难题迫在眉睫。在
赣州，年出栏赣南香猪50万头，要想减少
养殖成本，减少饲料成本是重点。

赣州遍地是脐橙。2023年，江西省生
猪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将脐橙渣发酵后用
于黑猪饲料。经过技术示范论证，脐橙渣
发酵一方面对脐橙渣饲料化利用、延长保
存期、改善适口性等具有突出的效果，对
降低生猪养殖成本、提高生产效能等具有
重要意义，其中养殖饲料成本降低了 5%
以上；另一方面有力推动了赣南脐橙副产
物饲料高值化利用技术的示范推广。

要想进一步延伸黑猪产业链条、提
高产业附加值，猪肉制品的加工极其重
要，火腿加工被纳入赣西区域的上等制
品。在萍乡市，“赣西两头乌”年出栏有
1 万头，是适合制作火腿的猪种，但缺乏
火腿制作技艺；而同样处于赣西的吉安
市安福县被称为“中国四大火腿之乡”，
拥有已列入江西省级非遗名录的制作技
艺，但适合加工火腿的原猪种较少。

“1+1>2”，萍乡赣西两头乌养殖有
限公司负责人林建国从安福请来了火腿
加工大师张秋平，在传统制作技艺上融
入纳米等先进技术加工火腿。为了将

“赣西两头乌”加工产业链“链”到实处，
林建国和相关专家还建议江西省政府统
筹萍乡、吉安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
打破地方壁垒融合发展，将“赣西两头
乌”火腿打造成与“金华两头乌”火腿齐
名的中国知名火腿。

企业带头、抱团发展的“共富味”

“山下长黑”之所以从“猪身长”到
“猪业强”，一个关键原因是全程以企业
来驱动产业。

从育种之初，江西成立了山下华系
种猪养殖有限公司，截至目前，该公司现
有核心育种场 2 个、扩繁场 3 个，存栏能
繁母猪6000余头。

“山下长黑”售价比一般猪肉高，料肉
比在2.8-3之间，与一般的地方土猪相比，
多 1-2 对肋骨，屠宰率高出 5 个百分点，
体重达到 100 公斤时平均体长为 113 厘
米……从理论上来看，喂养一头“山下长
黑”，也就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收入，但这只
是该品种的数据，要想把数据变成经济
数值，企业必须示范发展。因此，山下华
系种猪养殖有限公司以“山下长黑”新品
种带动赣南地区一大批农户参与黑猪养
殖，户均新增纯收入达到了6.5万元。

赣南香猪也“不甘落后”。安远县大
竹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赣南香猪养殖
龙头企业通过提供种畜、生产技术、产品
回收等服务，辐射引导当地农户参与生
态养殖，带动了一批农户增收致富。

萍乡市联合“赣西两头乌”猪产业相
关的合作社、公司、家庭农场、大户等，抱
团发展，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
共同体。通过专业化分工、多元化联合、
紧密型衔接、标准化生产，采用订金、薪
金、租金、奖金、红利 5种联结方式，带动
100多户农户通过养殖致富，每户出栏商
品猪 100头以上，每头利润按照 330元计
算，户均年纯收入增长达3.3万元。

三头黑猪养殖的可观效益让江西的
养殖户备受鼓舞，带动更多地方的农户
养殖黑猪。在九江市修水县，江西省幕
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农户”
合作模式，通过统一疾病防控、统一保种
供应仔猪、统一供应饲料和饲养服务、统
一品牌打造和市场开发等方式，盘活中
小养殖户土地、栏舍、劳动力等资源，联
农带农近百户，户均增收3万余元。

三头黑猪缘何“闯”出强农路
——探访江西智慧养殖的科技带富之道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春
节长假期间（2月10日至17日），全国邮政
快递业总体运行安全平稳，寄递渠道畅通
有序。揽收快递包裹 10.79 亿件，日均揽
收量与2023年春节假期相比增长145.2%；
投递快递包裹 6.41 亿件，日均投递量与
2023年春节假期相比增长82.1%。快递包
裹量的良好增长态势，进一步凸显邮政快
递业务保通保畅、递送温暖的积极作用，
也折射出中国消费新活力。

数据显示，自春运开始以来（1 月 26
日至 2 月 17 日），全国邮政快递业揽收快
递包裹 56.55 亿件，较 2023 年春运同期增
长 30.8%；投递快递包裹 59.94 亿件，较

2023年春运同期增长21%。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国内主要快递

企业陆续结束春节模式，网络运营转为正
常模式。分拨中心、网点相继开工，快递
员、货车司机和客服人员等回到工作岗
位，迎战即将到来的返工返学所带来的业
务高峰。

春节假期全国投递快递包裹超6.41亿件
近日，广东

深圳街头各色花
卉争相开放，人
们来到街头感受
春季的暖意。图
为 2 月 22 日，人
们在福田区的市
民花田里赏花、
拍照。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