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为保住能繁母畜基本盘，
稳定畜牧业基础产能，优化畜群结构，
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
展，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
策措施》（以下简称《九条政策措施》）。

《九条政策措施》包括：优质奶牛养
殖补贴、养殖加工贷款贴息、强化信贷政
策支持、肉牛能繁母牛补贴、能繁母羊补
贴、饲草料补贴、喷粉和乳酪等加工产品
补贴、增加肉类储备规模、优化政策性养

殖业保险，涉及自治区财政年度补贴额
度25亿元。

《九条政策措施》聚焦稳主体、保母
畜、促信贷、降成本、优结构等关键措施，
涉及奶业、肉牛、肉羊、金融、保险等多个
领域，明确了补什么、怎么补。

在补贴方面，对自治区存栏奶牛100
头以上养殖主体中的高产奶牛、使用优
质冻精配种产犊的能繁母牛、年出栏羊
500只以上养殖主体中的产羔能繁母羊，
和开展人工授精经济杂交的产羔能繁母
羊进行补贴，对履行合同的乳制品加工
企业生产的奶粉、乳酪给予补贴，对养殖
主体使用玉米秸秆和非常规饲草资源加

工饲料给予补贴。
在金融信贷方面，对自治区内肉牛

肉羊奶牛养殖场（户）、合作社、加工企
业新申请的 1 年期及 1 年期以上生产经
营贷款给予财政贴息，续贷业务同样适
用。将畜牧业列为“积极支持类”行业，
对符合授信条件但暂时经营困难的养
殖场（户），不随意限贷、抽贷、断贷。金
融机构扩大抵质押担保范围，对符合条
件的新增贷款“应贷尽贷”，适度提高肉
牛、肉羊、奶业及加工企业贷款风险容
忍度。

在增加肉类储备方面，在自治区
2024年计划应急储备规模基础上，增加

牛羊肉储备，对承储企业进行补贴。
在优化政策性保险方面，探索建立

政策性养殖业保险承保机构动态调整机
制，推动各承保机构提升服务水平、服务
质量，引导承保机构从保额优势、价格优
势转为服务优势。

《九条政策措施》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试行 2 年。现有
支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继续实
施，同类政策不重复享受。政策执行
期间，自治区将适时开展评估，根据肉
牛肉羊及奶产业市场行情、发展实际，
以及政策实施效果等情况进行动态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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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8 月 27 日，2024 年青海省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记者
从会议上获悉，自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首
次作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要
指示以来，省部共同谋划，迅速建立共建机
制，制定行动方案和 5年规划，共落实中央
财政支农资金140亿元，其中直接支持打造
输出地的资金 66.6 亿元，在西部地区位于
前列。

三年多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农业农村

部把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持续优化合力协调推进机制，
持续健全政策保障体系，持续提升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推动特色
产业转型升级。共建机制不断完善、政策
保障持续强化、建设基础不断夯实、绿色转
型加快发展、产业链条延伸拓展、品牌形象
整体提升、科技支撑加速赋能，为乡村全面
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和强劲活力。

在省部共同推动下，输出地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效。有机草原监测面积达 3 亿
亩，同比增长 1.5倍，覆盖全省草原面积的

60%；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达 1200
个，同比增加近 15%；化肥、农药使用量较
2021 年分别减少 25%和 20%，走在全国前
列；8 个市州先行先试，形成以点带面、全
面推进的新格局。牦牛、藏羊、青稞、冷水
鱼、冷凉蔬菜等 9大特色产业集聚发展，建
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产业集群
11 个；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63%；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 98.2%，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去年，绿色有机农产品输
出近 100万吨、价值 170亿元，产品远销 36
个国家和地区，冷凉蔬菜等出口实现历史

性突破。网络销售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
零售额 7 亿多元，同比增长 16%；“农体文
旅商”融合发展快速推进，“净土青海·高
原臻品”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今年是省部共同打造输出地的第四
年，下一步，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
持续加快基地建设、推动产业融合、强化主
体培育、培育优势品牌、加大政策保障、强
化科技支撑。同时，将在“两向两抓”、绿色
引领、品质提升、融合发展、品牌培育、政策
保障上持续用力，以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
举措、更务实的作风，推动输出地建设。

部省共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成效显著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
数据，截至目前，全国主产区各类粮食
企业累计收购夏粮超 6000 万吨，同比增
加 400 万吨左右，收购数量处于近年来
较高水平。当前夏粮旺季收购进展总体
顺利，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小麦收购

已近尾声，河北、山东、陕西、新疆收购
进度七至八成；湖南、江西早籼稻收购
基本结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进
一步加强市场形势研判，认真抓好收储
政策落实，强化市场监测预警，持续优
化为农服务，确保夏粮旺季收购圆满
收官。

夏粮收购超 6000 万吨

近日，浙江省诸暨市浬浦镇迎来水果丰收季。浬浦镇是一个山区乡镇，近年来大力
发展水果种植，打造四季瓜果的地方名片。目前，浬浦镇水果种植面积达3000亩，不少青
年返乡创业，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28日，在诸暨市浬浦镇，返乡创业的种植户姚雪
锋在热带水果园内给参加研学的小学生介绍水果知识。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八 月 果 飘 香

（上接第一版）

宜食：端上“一桌富硒好饭菜”

硒与宜春是天生的伴侣。
宜春素有“农业上郡、赣中粮仓”之

称，已经探明的富硒土壤中富硒和潜在
富硒耕地面积 544 万亩，占全市耕地面
积的 76%。

“作为世界硒养之都，我们要把‘硒’
有资源变成‘硒’望产业。”宜春市委副书
记、市长谭赣明认为，为着眼打造千亿元
级富硒绿色有机产业链，宜春市成立市县
两级书记、市长“双组长制”产业发展领导
小组，深入实施绿色食品（富硒）产业链链
长制，全产业链打造宜春大米、富硒竹笋、
富硒禽蛋、富硒果蔬四大百亿元级产业集
群，带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富，
让宜春“硒引力”产生“硒富力”。

“硒引力”从宜食宜养的明月山引
爆。8月上旬，在明月山温汤镇，当地种植
大户张洪林在算了种植“香禾优明月丝
苗”的一笔丰收账后，高兴地对着江西天
稻粮安种业公司董事长谭勇说：“明月山
下种‘明月’，还是天稻粮安培育的‘明月
丝苗’这个优质稻种过得硬，明年我再扩
种几百亩。”

明月山核心区域温汤镇富硒土壤面
积占全镇土壤面积的 96%，这给张洪林和
谭勇在明月山大面积种植“明月丝苗”提
供了“硒引力”，因为“明月丝苗”通过审定
后，最先大面积在明月山试种成功。“明月
丝苗”不负众望，张洪林今年种植的 400亩

“香禾优明月丝苗”，8月 4日经过专家现场
测产，平均亩产湿谷 735.9 公斤，亩纯收益
633.2元，总收益较种植普通品种增收 8.65
万元。让张洪林喜上眉梢的是，由于是富
硒优质稻谷，湿谷在田间就被抢购了。

不仅农户抢种“明月丝苗”，大企业也
来抢订单。今年 6 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中州米业公司与天稻粮安公
司签订了 8000多亩的“明月丝苗”订单，作

为今年优质香稻订单品种来种植。
“这种优质香稻可以做早稻、再生稻

来种植，比一般优质香稻提前 2~3 个月上
市，不仅满足米企对优质稻谷的需求，实
现优质香米早上市，还帮助农户提质增
收。一般在宜春本地就被抢购完了，收购
价富硒干谷达 180 元/100 斤，比国家收购
价高出 51 元。”中州米业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无论是天稻粮安还是中州米业，种与
稻的结合都离不开袁州区这片富硒的土
壤。袁州区富硒土壤高达 288 万亩，占比
高达 75%以上。这片富硒土壤是培育优质
宜春大米的温床，在宜春大米选定的 7 个
富硒优质稻米品种中，袁州本土选育占了
4个；在宜春大米 3个富硒一级优质稻米品
种中，袁州本土选育占了 2 个。“富硒土壤
面积袁州最大、良种保障袁州最强、规模
经营袁州最全。”袁州区委副书记熊厚胜
自信地说，江西水稻靠宜春、宜春大米袁
州造。

宜养：捧上“一桌养生好饮品”

近年来，随着丰城市投资 110 亿元建
设的“唯美养生谷”，宜春“宜养”的口碑越
打越响。一桌富硒好饭菜离不开一桌健
康养生好饮品，宜春打造“宜养”富硒农产
品从一杯蛋白米稀、一瓶竹汁饮料开始。

硒和蛋白结合，是天生一对！在丰城
市，碎米的加工利用是其最好的见证者。
丰城是全国超级产粮大县，粮食产量占宜
春 1/4、占江西 1/20，年产 20 亿斤粮食，一
年产生碎米高达 3亿斤。

碎米低效利用不稀奇，高效加工是王
道。一般来说，要用富硒的整精米才能做
成富硒蛋白，但落户丰城 18年的江西恒顶
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顶食品”）致
力于将碎米精深加工出富硒蛋白。

“浓缩就是精华。恒顶食品通过新工
艺，能将米中蛋白浓缩 10倍以上。”丰城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周丽川介绍，恒顶食品

一年加工碎米能力达到 2 亿斤，“吃”掉丰
城碎米的 2/3。

竹子用来做鲜笋、干笋，这在全国许
多笋竹两用产出大县，都是常态。竹子还
能用来做出什么花样？这必须实行差异
化发展思路、智造差异化大农业加工产
品，方为上策。

找准差异点，破题是关键。获得首批
“ 中 国 竹 子 之 乡 ”的 宜 丰 县 将 题 点 在
“硒”上。

宜丰县竹子面积达 87万亩，在全国排
第三、在江西名列榜首，宜丰富硒竹笋种
植面积达 31.48 万亩，在全县富硒产业面
积中占比高达 60%。

当其他人围绕“笋”做文章，谢茂昌则
将宝押在“竹”上。谢茂昌是江西万竹山
竹汁饮料有限公司董事长，为了让竹汁饮
料更富硒，该公司对富含天然植物活性硒
的天然竹子再进行“钻孔植硒”，这样一
来，天然植物活性硒+有机硒，“硒”含量大
大提高。

竹汁饮料如何取水？钻孔取水！“我
们在竹节间进行钻孔取水，一个月可以采
3次水，一年可采 8个月，因此，做成竹汁饮
料，一亩竹子纯利润可达 1000元。”谢茂昌
介绍。

宜业：带来一城就业创业好机会

丰城是宜春市最早开发富硒产业的
县（市），拥有 524.7 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
资源，丰城着力聚焦丰城麻鸭等两个富硒
主导产业。

中国蛋鸭鸭苗看江西，江西鸭苗丰城
数第一。丰城麻鸭年孵化鸭苗1亿羽，占全
国体量的20%，五分天下有其一的市场份额
使鸭苗价格直接影响到全国市场。丰城麻
鸭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已形成了集种禽
繁育、养殖、屠宰加工、蛋品加工、羽绒加
工、饲料加工于一体的产业体系。

在丰城麻鸭全产业链链条构建中，丰
城市飞煌禽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煌

禽业”）是产业链条最长的代表性企业，种
业、养殖业、加工业全链条带动就业创业，
形成了鸭产业带动群众“宜业”的产业
集群。

飞煌禽业从种苗端发力，该公司孵化
鸭苗 960 万羽，产值约 3000 万元。为了夯
实产业基础，飞煌禽业不断探索科学生态
的养殖方式，形成了小水系养殖体系。记
者在飞煌禽业养殖区域看到，在一个 256
平方米半露天的养殖空间内，依次分为麻
鸭游泳、晒太阳、“吃饭”、睡觉、产蛋五个
区域，1000只蛋鸭有序地在这个空间自由
地活动。

在屠宰加工端，飞煌禽业年屠宰能力
达到 1000万羽，仅酱板鸭就年加工近 50万
只。酱板鸭只是加工产业链上的其中一
环，连同鸭毛在内，一只鸭子全鸭被“吃干
榨尽”。

一只鸭子在丰城能产生多少产值？
368 元！飞煌禽业负责人谢平华认真测
算：按蛋鸭计算，蛋鸭年产蛋可销 240 元、
鸭肉可销 120 元、鸭毛可卖 3 元、鸭血加工
后能卖 5元。

“一只鸭子二两毛、二两毛中提取两
钱绒。”丰城富硒产业园区负责人戴秋斌
向记者介绍，鸭绒是加工制作羽绒衣、羽
绒被的好原料，因此，丰城顺势而为，招商
引资开办了羽毛、羽绒、服装等上下游企
业近 50 家。飞煌禽业给其中 3 家大型羽
绒厂一年供给 300吨鸭毛。

联农带农“鸭”先知。从养鸭、加工鸭
到卖鸭，从养殖业、加工业到餐饮业，从在
鸭企就业增收到发展鸭产业致富，丰城麻
鸭产业十分“宜业”，年带动农户就业创业
2万人，人均年增收 2.3万元。

丰城麻鸭是宜春区域公用品牌“宜春
宜品”的重头产品。在区域公用品牌风潮
劲吹下，“宜业”的热潮从富硒农业产业席
卷到整个富硒产业，宜春培育各类富硒经
营主体 517 家，全市富硒产业综合产值达
704 亿元，品牌冠名产品实现溢价 12%以
上，带动 101万农户增收。

“群策群力纾困解难，让我们更有信心！”
（上接第一版）他们还将合同外奶源委托
有资质的乳企代加工生产全脂乳粉，找
准卖点推向市场。

经过两年多运营，富源牧场目前奶
粉月均销量 2吨，今年 8月 12日生产的首
批 30 吨 1 万盒纯牛奶也全部售罄。“多措
并举有效拓宽了牧场生鲜乳销售渠道，
降低了合同外奶源低价出售的损失，两
年来减损 1000万元左右。”富源牧场负责
人马成说。

“座谈会上提出各地要主动对接金
融机构争取政策支持，给我们打了一剂
强心针。”吉林省通榆县吉运农牧负责人
郑海峰表示，前两年企业的规模扩张，导
致目前最大困难是缺少流动资金。

吉运农牧依托通榆县平原地区独特
地理和资源优势，实施“政府搭台+企业
引领+金融助力+保险兜底+农户（村集
体）参与”的肉牛养殖新模式。现已带动
千余户农民参与肉牛养殖，共计存栏 1.7
万头。公司 2021 年加大了养殖规模，新
建了屠宰场，因为缺少流动资金，屠宰场
不能正常运营。郑海峰建议，像恢复生
猪生产那样出台肉牛贷款贴息政策，帮
助肉牛企业渡过难关。

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 引
领消费多样化

“支持乳企消化原奶是应对供需矛
盾的关键举措。”内蒙古伊利集团执行总
裁刘春喜表示，伊利集团目前积极承担
龙头企业责任，通过稳定收奶、喷粉等举
措，帮助上游企业消化压力。

同时，伊利集团从源头着手，积极引
导上游合作伙伴调整产品结构，助力其
提高原奶质量，提升产业竞争力。伊利
牵头筹建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已经
成为突破“卡脖子”瓶颈问题的第一阵地
和关键抓手。伊利集团依托其科技成果
通过投入技术服务资源、推动数字化转
型及进行管理赋能，帮助产业链上游企
业实现降本增效。

依托强化技改扩能，重庆恒都农业
集团去年在重庆丰都、河南泌阳新建的
牛肉精深加工项目分别建成投产，新增
产能 15万吨，今年前 7个月实现产值 67.6
亿元，同比增长 17.9%。

恒都农业作为涵盖品种繁育、肉牛
养殖、屠宰及精深加工、科技研发的大型
企业，在重庆、河南、内蒙古等地建成肉
牛标准化育肥场 6 个，2023 年存栏 6.3 万
头，出栏 6.8 万头。企业负责人秦亚良表
示，产业波动期也正是公司降本增效、提
质转型的机遇，今年存出栏量同比提高
6%，目前养殖效益略有盈利。下一步要
强化科技支撑，拓展电商和商超渠道，引
领行业发展。

作为中国奶牛养殖业领军企业，蒙
牛旗下的现代牧业积极响应国家饲用豆
粕减量替代行动和淘汰落后产能要求，
豆粕使用量下降 10.6%，并通过提升单产
等举措，使公斤奶饲料成本降低至 1.9
元/公斤，同比下降 15%。

“我们淘汰低产奶牛超 2 万头，但公
斤奶全成本仍高于奶价。”现代牧业副总
裁朱晓辉表示，公司坚持技术创新数智
发展，全面培育新质生产力。自主研发

“现代 1号”奶牛基因组液相芯片，打破国
外基因组芯片在华垄断局面，自主开发
云养牛奶牛监测系统，开启“数字养牛”
新时代。

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奶类消费
量虽然由 1980 年的 1.2 公斤增至 2023 年
的 42.5 公斤，但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差
距。刘春喜表示，拉动奶业消费，要鼓励
倡导优化居民膳食结构。目前，伊利集
团持续推进科研创新，在突破关键技术
方面，打破多项国外关键技术壁垒，陆续
推出多款代表性新品，可以满足消费者
多样化健康消费需求。

座谈会上，8家奶牛肉牛养殖加工领
域的企业、合作社、养殖场户代表依次发
言，反映了当前肉牛奶牛养殖面临的困
难问题，提出了诉求建议。

座谈会上，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韩
俊认真倾听大家发言，表示农业农村部
将逐一梳理提出解决办法，推动抓紧出
台更有力度的政策措施，帮助广大养殖
场户和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走出会议室，8位参加座谈会的代表
都信心倍增，纷纷表示：“农业农村部连
续开会关注行业发展，目的是群策群力
纾困解难，尽快帮助行业渡过难关，行动
上高效务实，让我们更有信心！”

（上接第一版）
入选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市、区）培育名单，上榜全市民企百强企
业 19家、民企制造业 50强企业 14家，数量
均列全市第一，其中一家进入“中国制造
业民企 500强”。

经济发展的生态底色，在保护治理中
不断擦亮。创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模
式探索等方面成效显著并获得省督查
激励。

常态化实施村庄清洁行动。2023 年
开展镇村全域生活垃圾分类的镇（区、街
道）11 个，新建农村生态河道 101 公里，创
成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5 个、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样板村 3 个，草庙镇圩东村
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川东港区域入选全国美丽海湾优秀
案例，风电产业园创成省节水型工业园
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国省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达标率、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率均为 100%。
银杏湖公园入选全省首批开放共享

公园绿地，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 400 万
千瓦，其中海上风电建成并网 252万千瓦，
占全省 21.2%、全市 45.5%，获批“双碳监测
体系构建”国家级试点。中车电机创成国
家级绿色工厂，新增省级绿色工厂 7家，总
计 12家，新增数和总数均为全市最多。

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理事长、长江经
济带研究院院长王佳宁说：“2023年 2月中
旬，我率智库联盟和研究院 6 人，以《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盐城实践》为题的
重大项目调研组，在大丰深入调研，所见
所闻颇多颇新，感触感慨颇丰颇深。”

近年来，大丰经济发展“含绿量”显著
提升，社会文化建设优化和谐，生态环境
质量明显改善，城乡人居品质显著提升，
主要生态指标位居全省领先水平。

环境价值和文旅产业全链推进

这是一片神奇而美丽，天赐又人为的

创新之地。这里因“世界最大的麋鹿自然
保护区”“中国郁金香第一花海”等品牌蜚
声中外。

今年“五一”假期，全区共接待游客
104.23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 13.18%，实现
景区综合收入 7671.47万元，同比去年增长
32.96%，酒店平均入住率达 96%以上。

近年来，大丰重点围绕“世界遗产地
大丰野鹿荡”品牌，以“鹿鹤海港滩涂风
光”旅游 1 号公路为主线，以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中华麋鹿园为中轴，布局
麋鹿博物馆、麋鹿度假村、麋鹿自然营地、
日出海湾、千百渡驿站等景点。

以情传花、以花生爱、以爱铸魂，荷兰
花海锚定“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实
现国内唯一“四季花海”引来四面八方游
客，不断强化“中国郁金香第一花海”品牌
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力发展旅游、演艺、婚
庆、康养等产业，衍生文旅产业链，提升生
态环境价值链。

水绘梨园、粉墙黛瓦，恒北原乡、梦里
老家，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省乡村振兴

旅游富民先进村——恒北村，做大“梨柿
产业+非遗文创+温泉度假+本场味道”，
高质量践行乡村振兴，不断拓宽旅游富
民路。

拥有 1 个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6
个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1 个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2个省级旅游度假区的大丰，
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旅游标准化示
范城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去年接待
游客 1269 万人次，实现景区综合收入 5.96
亿元。

江苏省旅游学会副会长、旅游景区和
旅游度假区分会会长陆乃高说：“我多次
携课题组走进大丰并多年来一直关注和
深耕研究大丰文旅的发展。大丰‘以民
为本’‘与民同乐’‘为民创富’的‘人民文
旅’发展理念，对各地都很有启示和借鉴
意义。”

正如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所描
绘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
蹄”，大丰的文旅产业如繁花般绚丽多彩，
吸引着人们前来探寻。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民生幸福共进共融

宜春富硒农业缘何“宜食宜养宜业”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8 月 28 日，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
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组织青海、四川两
省农业农村厅在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玛
可河（长江水系一级支流大渡河正源）联
合开展川陕哲罗鲑等珍稀濒危物种增殖
放流活动。现场放流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川陕哲罗鲑后备亲鱼 24 尾，放
流重口裂腹鱼、齐口裂腹鱼等珍稀水生
生物 15万尾。

川陕哲罗鲑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明确的15种
重点保护水生动物之一，历史上主要分布
于陕西太白、留坝的汉水上游，青海班玛的
玛可河，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和大渡河
上游，目前野外种群仅在大渡河上游支流
和陕西省太白河有少量分布，种群极度濒

危。川陕哲罗鲑作为栖息在高山溪流水域
中的顶级掠食物种，是反映分布水域水生
生物完整性和水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
要指标。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川陕哲罗鲑
保护工作，建立川陕哲罗鲑救护中心和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024年成功突破川陕
哲罗鲑子一代全人工繁殖，人工保种川陕
哲罗鲑原种和子一代1000多尾。

本次增殖放流活动，是农业农村部第
二次组织将四川人工繁育的川陕哲罗鲑放
流至青海玛可河历史栖息地，也是首次在
玛可河放流川陕哲罗鲑后备亲本个体，有
利于在玛可河重建川陕哲罗鲑稳定自然种
群。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持续加强川陕
哲罗鲑资源恢复关键技术研究，扩大人工
保种群体和增殖放流规模，持续推进川陕
哲罗鲑历史栖息地修复和野外种群重建。

农业农村部组织青海四川联合开展
川陕哲罗鲑等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