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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常怀念儿时吃猪肉时的满口溢香？也许
是物质充裕后，味蕾渐或“木讷”，而抛却心理作用，
作为“芯片”的猪种，确实在近几十年间，悄然发生着
巨变。

时至今日，中国仍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生猪消
费第一大国。过去，为了增产量、降成本，依靠外国
猪种进行杂交大行其道，由此带来的直接拷问便是，
地方猪种当何去何从。

实际上，地方猪种的“基因保卫战”从未停止，但
保护不等于圈养在育种场，更关键的希望在市场。

在浙江省，谈及地方猪种，最负盛名的莫过于金
华“两头乌”，因头尾黑、中间白而得名。以其为原
料，所制“金华火腿”更是誉满全球。曾经，与许多地
方猪种的命运相仿，“两头乌”一度由盛转衰，甚至濒
临灭绝，最近几年却颇有绝处逢生之势。

有数据显示：去年金华市“两头乌”出栏 6.7 万
头，同比增长了 53%，越来越多的农户回归本业养殖

“两头乌”；“养殖热”缘于“市场热”，近些年，不少“两
头乌”品牌门店亮相大城市，“猪周期”下，大宗猪价
格起伏不定，“两头乌”反倒坚挺，受到消费者的
追捧。

“两头乌”何以“两头热”？它的再次“起飞”又能
给地方猪种的保护与崛起带来哪些思考？最近，记
者专门前往金华，试图用三代人的接续，围绕各自所
坚守的事业、渴望并且努力突围的方向，勾勒其四十
载复兴轨迹。

老一辈：保种守“土味”

“即使长得慢一点，我们也要把老祖宗留下的猪
种保下来，这是历史使命。”在“两头乌”的保种界，陶
志伦声誉斐然。过去40年里，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
白，他几乎择一事终一生，与“两头乌”作伴至古稀，
如今依旧忙碌在一线。

“两头乌”，当地唤作金华猪，又被称为“中华熊
猫猪”，系我国首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地方猪种，
有着 1700多年养殖历史。由于其独特优势，20世纪
60年代，“两头乌”风靡一时，从金华渐次扩张，光浙
江省内就有40多个县（市）饲养，可谓无比辉煌。

出生于 1954年的陶志伦是本地人，从小跟着母
亲养猪，时常割草喂食。恢复高考后，他成了首批大
学生，进入当时浙江农业大学的畜牧系学习。他毕
业后进入金华农科院工作，并参与了刚刚启动的金
华“两头乌”选育工程，那时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他
正逢而立。

起初，因为陶志伦学历高，农科院便让他做总
结、写论文。没曾想，发表了几篇文章小有名气后，
他从此便与“两头乌”结下不解之缘。1990 年，金华
猪Ⅱ系的选育被列入省科委重大研究课题，正当大
家为之欣喜时，一场巨大的劫难却悄悄袭来。

“当时，核心群爆发了哮喘病，采取措施后，暂
有奏效，却又二次爆发。所幸经过反复救治，总算
保住了品系。”陶志伦回忆道。一波刚平，一波又
起。1994 年，种猪场土地到期，万般无奈下，他只能
改行到当时的金华农业学校任教，带走的还有金华
猪Ⅱ系的 23 头母猪和 9 头公猪，安家于学校的实验
牧场。

更严酷的劫难，还在于“长白”“杜洛克”等世界
名猪的来袭。陶志伦将“两头乌”视若珍宝，可在养
殖户的盘算里，其瘦肉少、肥肉多、长得又慢，不光卖
不上价格，还有可能会亏，自然敬而远之。风光不再
的“两头乌”，从此一蹶不振。直至2002年初，全市仅
剩下216头原种母猪和22头原种公猪。

“两头乌”难道真的就此灭种？陶志伦的境遇也
每况愈下。2000 年，金华农业学校被并入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种猪场工作的学校员工也因此被撤离，陶
志伦只能自己亲自加工饲料、注射疫苗。尽管举步
维艰，陶志伦还是咬紧牙关。所幸到了2005年，哮喘
和腹泻等重病终于得以杜绝，猪群的生产性能达到
了最高水平。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2006 年，由于学校扩建，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不再承担金华猪Ⅱ系保种选育
工作。几番搬家与折腾后，陶志伦已是心力交瘁，
他决定自建场地，从此不再飘荡，守住这一“火
种”。一年后，在金华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家农

‘两头乌’种猪场”终于落户婺城区蒋堂镇，这才有
了安身之处。

让陶志伦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几经坎坷，政府却
从未放弃，这让他深信，并非一个人在战斗。而有了
40亩的这方天地后，他想到光有保种还不够，也得尝
试产业化，只有赢得了市场认可，“两头乌”才能重振
雄风。

与过去单纯保种不同，当真正与市场搏击后，需
要解决的问题接踵而来：如何减少舍内猪群的染病
率，如何降低劳动成本，怎样防止“非洲猪瘟”迅速扩
散，又怎样确保空气流通，另外诸如夏天降温、冬日保
温等细节不一而足，都要通盘考量。经过几年摸索，
陶志伦终于摸索出自己独有的养殖模式，开始对外销
售纯种“两头乌”种猪和商品猪，并尝试开办专卖店。

于坚守中等来了曙光。2013 年，金华市政府出
台了“两头乌”振兴计划，紧追其后的则是整个“两头
乌”猪产业的转型升级行动计划。销声匿迹多年后，

“两头乌”又重新回归人们视野。此时市场变化已现
端倪，“高端猪肉”正逐渐打开市场之门。

“这 10年中，金华大力推进‘白改黑’行动，出台
‘金猪安’及‘两头乌特色险’等激励政策，充分调动
‘两头乌’养殖积极性，养殖数量明显增长。”金华市
农业农村局畜牧农机发展中心主任祝苏武说，围绕
种业安全，市里加速 3个种猪场的建设进度，同时以
销售端突破引领全产业链发展。

十年后再出发。2023年9月，金华“两头乌”和金
华火腿产业振兴工作专班宣告成立，标志着“两头
乌”全面振兴步入崭新阶段。今年 4月，金华市委高

规格召开“金华‘两头乌’和金华火腿产业振兴推进
大会”。

如今，金华“两头乌”的保种上，正从过去的单
一保种场，转化为保种场、备份场活体保种和遗传
材料保存及生物科技创新研究等多层次构成的保
种体系。根据计划，到 2027 年计划建成 6 个“两头
乌”保种场（种猪场），核心种群数量稳定在 2000 头
以上。

坐在会场里，陶志伦感慨万分：“这是党委、政府
重视程度最高、政策扶持力度最大的一次。”与他同
样心情的，还有“70后”沈建军，也是记者此次采访的
第二位主人公。

破局者：出圈树“IP”

记者与沈建军的首次相识，缘于2016年11月30
日参加的浙江省畜牧业转型升级现场会。当时，会
议在金华召开，当地有个牧场叫“美保龙”，首度敞开
大门，便光彩夺目，惊艳四方。

与刻板印象完全判若云泥，这里有郁郁葱葱的
大草坪，形态各异的灌木盆景，精致典雅的欧式建
筑，让人恍惚究竟是猪场还是庄园。不止外观，各色
先进装备同样令人惊叹，隔着玻璃，未觉一丝臭味，
还能优雅地喝着咖啡挑种猪。至今，对这一参观景
象，浙江畜牧界仍津津乐道。

时隔多年之后，当记者走进位于婺城区白龙桥
镇的“熊猫猪猪乐园”，看风格似曾相识，又分明有些
不同。因为“美保龙”纯属一产，而眼前俨然乐园式
牧场，有全程可视 5G 智慧养殖中心，有金华“两头
乌”文化科普馆，还有欢乐小猪村，甚至有 8888元一
晚的“猪景房”。

感受相似，一问才知，确实出自一人之手，此人
便为沈建军。与陶志伦一样，他学的也是畜牧专业，
研究生论文写的还是“两头乌”餐饮，毕业后先当了
多年乡村兽医，后来自办公司卖饲料和兽药，赚得盆
满钵满。之所以会去养猪，沈建军就是被 2013年市
里出台的“两头乌”振兴计划所驱动。

当时，浙江省正轰轰烈烈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
沈建军的任务是立标杆。当筹备两年的“美保龙”牧
场揭开面纱，果然不负众望，各界不吝溢美之词：“实
乃世界一流牧场！”旗开得胜后，地方政府对沈建军
刮目相看，很快把第二个任务也交给了他：能否以

“两头乌”为核心，尝试农文旅融合，建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 IP乐园？

匡算投资额，约需 8000 万元，是一笔不小的投
资，但将“两头乌”IP化，足以令沈建军怦然心动。在
他眼中，“两头乌”天生具备 IP属性，憨态可掬，人见
人爱，加之素有“熊猫猪”雅号，更容易国际化。纵观
全球，以猪为主题的景点奇缺。

可撇开梦想，站在实际经营层面，困难险阻不容
小觑：旅游属于重资产，回报周期长，如何快速盈
利？其次，地从哪来？这个瓶颈不破解，就如同空中

楼阁。尤其到了县级层面，建设用地指标本就紧巴，
工业园区尚不够用，很难轻易落到农业。即使能给，
层层关卡、环环受限，往往让人望而却步。

为了帮助沈建军，金华市和婺城区两级政府和
相关部门前后开了几十场会议，最终决定将一个占
地1200亩、已有建设用地指标的国有农场，以年租金
方式给予 30年经营权。这样一来，既免去了招拍挂
的烦琐流程，得以省去时间成本，又可更加轻装上
阵，把钱用在刀刃上。

时至今日，沈建军时常感怀政府的营商环境和
贴心服务，这让自己更加放心大胆投资。万事俱备，
他却不急落笔，转而开始了周游世界，专注于游览各
个主题乐园。在他看来，一个乐园能否成功，七成取
决于设计。

回来后，沈建军便萌生了“熊猫猪猪”的 IP形象：
萌猪脸、功能鼻、少女粉。光设计过程，前后就持续
了2年，他常一人端坐在空地，眯上眼睛开始想象，天
马行空，再睁开眼画下来，阐述给设计师。沈建军的
灵感，加上设计师的神笔，让“两头乌”跃然纸上，取
名“猪小乌”，贯穿于牧场全程走线，既是主人，又是
虚拟代言人。

沈建军坦言，设计至关重要，颜值即正义，好的
设计，自己会说话，必须符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每
三步要有一个打卡点，得让游客有代入感，乐于去传
播。因此，乐园内的每一处建筑、景观、节点，以及延
伸出来的产品，一切元素都那么和谐，彼此加分。

2021年8月1日，整整历时5年，投资额达4亿元

的“熊猫猪猪乐园”终于掀起盖头。在“两头乌猪”文
化科普馆，1700多年的养殖历史被娓娓道来；在欧式
城堡外观的 5G 智慧养殖中心，120 米长的豪华参观
走廊，“两头乌”养殖全过程取代了油画，独具匠心；
谁能想到，猪舍内还有国际论坛中心、咖啡厅、亲猪
野奢酒店；而移步室外，则是“熊猫猪猪”的欢乐村
庄。总之，IP形象无处不在，霸占着所有感官体验。

站在风口上，“熊猫猪猪乐园”自带流量，营业后
更是赞誉如潮，游客络绎不绝，更引起了综艺界和明
星们的关注，累计网络传播超 4亿次。开园以来，乐
园已接待游客超17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1.2亿元，并
为周边 9 个村引流约 35 万人次，带动周边村民就业
超500人，促进周边村集体增收近亿元。

在沈建军的规划中，“两头乌”的能量远非局限
于一个乐园，作为金华自古就有，且极具城市辨识度
的物种，这是独属金华的城市 IP，更是链接世界，与
全球对话的绝佳窗口。他有一个大胆而前卫的抱
负：用一头猪，改变一座城，让“两头乌”文化实现运
营 IP化。沈建军说，这是他的“熊本熊梦”。

显然，这样一项伟大工程绝非一家企业能够为
之。在“金华‘两头乌’和金华火腿产业振兴推进大
会”上，市长张健同样描绘了“出圈图景”：聚焦农文
旅融合强链补链，推动产业与动漫游戏、休闲观光、
乡村旅游、科普互动、餐饮康养等深入融合，不断提
高产业附加值。

转变思路，从三产融合倒推一产升级，这些年，
“两头乌”已尝到了甜头。在“猪周期”的影响下，大
宗猪肉行情忽上忽下，可主打特色招牌的“两头乌”
反倒价格坚挺。背后，固然离不开品牌知名度的提
升，乐园就是绝佳的体验营销，而市场受欢迎，品牌
有溢价，就能让保种和养殖有充分动力。

当前，“熊猫猪猪乐园”二期项目正火热建设
中。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5亿元，打造观光工厂、“两
头乌”产业研究院、共创共富馆等新景点。

新一代：营销开“新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果说沈建军致力于
让“两头乌”成为“大 IP”，那么在这一旗帜背后，还有
着众多追随者，大家在各自的坐标里，共同为重振

“两头乌”不遗余力。这其中，以杨莉为代表的“猪二
代”逐渐浮出水面，当他们接过父母辈的事业后，带
来了新理念和新活力，尤其致力于品牌化营销打开
新市场，展现出勃勃生机。

“85后”杨莉是伟丰肉食品有限公司的第二代掌
门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其为“‘两头乌’姐姐”。地处
永康市的“伟丰公司”，从当初的28头母猪起步，如今
已是集产、加、销为一体的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
年产万头猪以上。

“创业之初，真的很不容易。”回忆过往，杨莉感
慨万分。当时，公司出产首批高品质的“两头乌”猪
肉，信心满怀，却被市场残酷浇灭，名气小卖不起价
格，甚至无人问津。为了扩产能、上装备，“伟丰公
司”连续 3 年投入 700 多万元，本以为上市后能喘口
气，反倒资金压力更大。压力如潮袭来，父亲忽然
病倒。

2012年，年仅25岁的杨莉临危受命，她敏锐地察
觉到了电商风口。确实，在传统的批发和农贸市场，

“两头乌”很难具有竞争力，也很难有溢价空间，但借
助互联网，既可以实现低成本的营销，又能聚拢一批
对品质有追求的消费者。她立马组建起电商团队，
研究洞察新市场，加速改造供应链。2014年，公司布
设首家线上鲜肉旗舰店。

果然，策略一改，柳暗花明。走线上并不意味抛
弃线下，杨莉关注到，到了一定阶段，更要导流到线
下，因此从2018年起，她加速了与各大新零售企业的
合作。疫情发生后，很多企业经营模式发生巨变，全
民进入直播时代。嗅觉灵敏的杨莉，又再次立马转
型，化身主播开始带货。

与一般的“颜值主播”不同，杨莉擅长旁征博引，
讲述创业中的点点滴滴，分享“两头乌”的文化故事，
展示不同的烹饪方式。“首秀”销售额就有12万元，如
今，她已是自带话题和流量的养猪“网红”。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两头乌’的生长过程，我还
在养殖基地内安装了摄像头，实时直播它们的生活
日常，还别说挺新鲜，常能引来不少网民围观。”杨莉
介绍，眼下正加速建设新厂区，引进了两条包装生产
线，“到明年，不光是养殖，还有烹饪、分割、中央厨房
及有机肥加工5个直播基地，可详细展示各个流程。”

“高端肉”的日渐火爆，折射出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但想要分得一杯羹，得有更扎实的产品品
质，以及更具创意的营销理念。“猪二代”的回归恰逢
其时，父辈们掌管生产端，接棒者主营市场端。养了
数十年猪的金新振，如今就愈加佩服“95后”的女儿，
常惊叹已跟不上步伐，索性更加放心大胆交出自己
的“金府农业”。

现在在金华“两头乌”养殖界，但凡发展迅速，或
者名声远播的，背后几乎都有“猪二代”在开拓创
新。为了帮助这支生力军，近年来，金华市也从区域
公用品牌的角度出发，不断加强“两头乌”的市场营
销力度，帮助线上线下布局，打入上海高端商超，布
局大城市的品牌旗舰店和餐饮特色门店。

“‘两头乌’产业振兴，时也，势也。”金华市农业
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卢关荣表示，为了重振“两头
乌”，金华市出台了10条政策，包含了种质资源保护、
新品种选育、养殖规模扩繁、流通体系建设、营销体
系建设、体验场景建设、金融要素支撑、发展用地保
障、公用品牌推广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内容，进行全方
位赋能。

根据目标，在“两头乌”的保种体系上，到 2027
年，全市将建成 6个保种场和种猪场，核心种群数量
稳定在 2000头以上。在整个产业布局方面，到 2030
年，金华“两头乌”产能将达到 100万头以上，出栏量
占浙江本土猪种一半以上，金华火腿产量达到600万
条以上，两大产业合计产值达到 120亿元以上，品牌
价值达到100亿元以上。

熊猫猪猪·“两头乌”国际牧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方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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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两头乌”猪。 资料图

在 浙 江 ，谈 及 地
方猪种，最负盛名的
莫 过 于 金 华“ 两 头
乌”，因头尾黑、中间
白而得名。去年金华
市“ 两 头 乌 ”出 栏 6.7
万 头 ，同 比 增 长 了
53%，越来越多的农户
回归本业养殖“两头
乌 ”；“ 养 殖 热 ”缘 于

“市场热”，近些年，不
少“两头乌”品牌门店
亮 相 大 城 市 ，“ 猪 周
期”下，大宗猪价格起
伏不定，“两头乌”反
倒坚挺，受到消费者
的追捧。

浙江金华“两头乌”猪。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