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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故事

业界动态锐观察

“旧院黑鸡”为何没做成大产业

产品与产业并重 消费与市场多元 （六版）

岳西：念好茭白产业“三字经” （七版）

咸鸭蛋“触电”记 （八版）

□□ 本报记者 李传君

早在 1963 年，中科院西南考察组专家在
四川省万源市旧院镇发现一种鸡，浑身羽毛
和皮肉乌黑，母鸡产绿壳蛋。当时，在国际上
有记载的此类鸡种只在南美洲发现过，这是
世界第二次发现，而在中国尚属首次。后来，
专家将这种罕见的鸡种命名为“旧院黑鸡”。

万源处在富硒产业带上，“旧院黑鸡”无
论在口感还是营养价值上都很突出。从上世
纪 80 年代起，万源便将此作为一大产业来发
展，本世纪以来，当地也曾提出“千万黑鸡下
江南”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旧院黑鸡”仍未
大规模走出万源。

记者从万源市农业主管部门和一些大型
养殖场业主了解到，“旧院黑鸡”长期以来一
味追求量的突破，在品种保护、品牌维护、市
场监管以及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很欠缺，产业
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和隐患。振兴“旧院黑鸡”
产业，时不我待，科学有序发展才是正道。

扎堆上市 铩羽而归

“‘旧院黑鸡’被发现后，收入了万源地方
资源志，并列入四川省资源保护名录。上世
纪80年代起，开始有人小规模养殖，产品获四
川省优良品种、全国地方优良品种等荣誉。
2000年后，因政府重视，开始出现规模养殖。”
万源市农业农村局畜牧渔业股股长胡渠说。

规模养殖，需要大量种鸡，刚开始，最原
始的办法是从农户家收购。“但数量根本无法
满足，一些养殖户便从外地引进类似的黑鸡，
经杂交，品种便出了问题。”胡渠说。

为了保护品种，政府将旧院镇等相邻7个
乡镇列为“旧院黑鸡”原种保护区，禁止外来
鸡种进入保护区。但这种保护实际上没有具
体措施，外来鸡种进入仍然没有完全杜绝。

尽管如此，“旧院黑鸡”因物以稀为贵，在
川内名气日渐增大，到了2008年前后，活鸡即
使卖到 30元/斤，鸡蛋卖到 3元/个，产品仍供
不应求。于是，更多的人涌入这个行业，万源
市恒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宇就是这
时入的行，当时，他可是位软件工程师。

2010年，万源市政府提出“千万黑鸡下江
南”的口号，政府投入大笔项目资金，鼓励发
展“旧院黑鸡”。“最重要的政策是给予鸡苗补
贴和圈舍建设资金补贴，每平方米圈舍补贴
资金最高达到150元。”胡渠说，而发放补贴的
鸡苗最高峰一年竟达到60万只。

到 2012 年时，全市存栏黑鸡竟高达 300
万只，这么大量一到出栏季节，洪水一样涌入
市场，价格便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活鸡最低
卖到8元/斤，鸡蛋也跌倒1元/个，已经跟大型
养殖场普通鸡和鸡蛋没有区别，于是导致大
片养殖场亏本甚至倒闭。”胡渠介绍说。

养黑鸡不赚钱、“旧院黑鸡”不好吃等等
声音开始在市面上流传。“说不赚钱是因为价

格跌得凶；说不好吃主要是因为滥市，加之很
多人急于抛售，没到出栏期限就卖了，相比一
般养殖时间长的其他品种土鸡来说，同样的
吃法当然口感上差点儿。”王宇说。

随着大量养殖户开始拆栏弃养，全市存
栏量急剧下降，到2014年最低谷，全市存栏量
仅存100万只左右，1000只以上的规模养殖场
只剩下100家左右。

品种保护和品牌维护是“短板”

“旧院黑鸡”因长期被农户散养，从一开
始被发现时，就已经存在跟其他鸡种杂交的
现象，母鸡生下的蛋有绿色，也有浅绿色，还
有浅黄色以及浅粉色等，品种已经不纯。

究竟什么样的黑鸡才是“旧院黑鸡”？
没有进行标准化研究。在这种前提下就开
始产业化发展，当然要出问题。一些养殖户
急功近利，引进外地黑鸡杂交，使问题变得
更为严重。

“旧院黑鸡”属于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
是一个区域公用品牌，“区域公用品牌往往会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政府部门要鼓励产业发
展，但对使用该品牌的经营户又不好限定得
太死，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些不法商家以假乱
真、以次充好。”胡渠说。

“本来是好货，却因我们自身忽略品种保
护和品牌维护砸了牌子，这是值得深刻反思
的问题。”王宇说，其实阻碍“旧院黑鸡”发展
壮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整个产业链没有
打通和延长，以至于无法掌控终端市场价格

话语权。
“过去我们只注重养，只顾把养殖数量盲

目扩大，加之仅仅提供鲜活产品这一个品种，
高昂的物流运输成本，如果再遭遇收购方压
价，产品便会滞销。大量的活鸡在养殖场卖不
出去，多一天就多一份成本，久而久之，整个产
业就会出现严重问题。”王宇对此很是感慨。
2007年他涉足“旧院黑鸡”养殖，投入的资金基
本血本无归。2008年，他改养殖为贩卖，因此
对整个产业链有了初步的认识。2009年，再次
进入养殖环节，发展至今，他的养殖场占地近
400亩，常年存栏种鸡1万余只。

王宇以“公司＋合作社＋养殖户”的方
式，提供鸡苗给农户养殖，然后回购商品
鸡，向外销售，一年活鸡外销量达 10 万余
只。“我现在正在进行全产业链布局，线上
线下同时拓展，线下以直营店为主，在市场
和产业链没有完全打通的情况下，不打算
盲目扩大规模。”

稳品系、强监管，才能赢市场

王宇的养殖场现在是四川省省级资源保
种场、四川省核心育种场、“旧院黑鸡”原种
场，自去年起与四川农业大学进行了深度合
作，主要目的是对“旧院黑鸡”进行品种保护
和开发利用。“只有从源头上保证了品种的优
良，才能让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王宇说。

“2015 年以前，产业发展走了弯路，但之
后我们开始了理性思考，认为只有循序渐进，
科学发展，才能成功。”胡渠说，品种保护是绕

不过去的必经之路，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我们必须解决‘旧院黑鸡’性状和基因的稳
定性，选育出若干品系，并形成标准。”

这项工作很复杂。首先，要对目前存在
的五花八门的“旧院黑鸡”进行分离，然后进
行提纯扶壮，经过长期核心选育，形成稳定的
基因数据，并建立数据库。“比如有单冠的，有
双冠的，有肉用的，有蛋用的，有绿壳的，有粉
壳的，这些都要逐一分离，甚至逐一细化，单
冠又分离出单冠肉用、单冠蛋用，甚至单冠肉
用绿壳、单冠肉用粉壳等。”胡渠说。

近年来，万源市委、市政府及农业、商务
等部门出台了很多扶持“旧院黑鸡”产业的政
策，其中尤为重视营销宣传、市场拓展、屠宰
加工等方面。凡是开办“旧院黑鸡”实体店、
体验店的均可得到政府的补助资金。在这种
背景下，“巴山食品”屠宰场与北京“黑鸡小
馆”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供应链，后来这一业务
拓展到上海，仅此一家每年便可销售20万只。

“在市场拓展的同时，加强市场监管也十
分重要。”王宇说，“待品种选育和产业标准出
台后，政府要加大行业准入和市场监管力度，
尤其是对‘旧院黑鸡’区域公用品牌的使用要
严格审核，对一切假冒伪劣产品要加大惩戒
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以保护产业健康发展。”

据统计，目前万源全市“旧院黑鸡”存栏
量约为 200 万只，年出栏量约为 330 万只，年
出栏量超过 1 万只的规模养殖场有 20 多家。

“照此稳步发展，实现‘千万黑鸡下江南’也不
是不可实现的梦。”胡渠说。

□□ 本报记者 胡立刚 文/图

日前，2019 年上海葡萄产、销、研论坛暨优
质早熟品种展示活动在上海嘉定区马陆葡萄公
园举行，来自全国的葡萄专家共话葡萄产、销、研
创新与实践，并见证了上海葡萄第一品牌“马陆
葡萄”品种调早调优，种植调简提升，子母品牌
互促互进的转型升级模式。

葡萄产业在全球果品产业中占有重要地
位。从产量和种植面积两个方面考量，中国葡萄

产量全球第一，种植面积全球第二，鲜食葡萄占
世界消费量的一半。在国内，葡萄是仅次于柑橘
的第二大水果产业。

“马陆葡萄”是上海嘉定区的特色农产品，
始种于 1981 年，至今已有 30 多年的发展历史。
马陆镇 1999 年被原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葡萄之
乡”。在2001年上海市优质葡萄品评活动中，马
陆葡萄研究所生产的“马陆”牌葡萄获得金奖。
2002年“马陆”牌通过了上海市优质农产品认证
中心的认证，成为市郊第一批“安全、卫生、优质”

农 产 品 。 2015 年 ，
“马陆葡萄”获得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保护。马陆葡
萄以其上乘的质量、
浓郁的口味、丰富的
营养深受消费者喜
爱，在上海乃至全国
都 有 较 高 知 名 度 。
作为上海葡萄第一
品牌，马陆葡萄转型
升级成功与否，在某
种程度上影响着上
海葡萄产业能否做
大做强。

据了解，今年，
马陆葡萄种植面积

为4600余亩，产量达7000多吨，亩均产值为2万
余元。今年最早的马陆葡萄产自马陆葡萄公园，
6 月 1 日正式上市，6 月 15 日开门迎接市民采摘
游，比去年开放采摘提早一周。在第十九届上海
马陆葡萄节期间，葡萄公园将有 50 余个葡萄品
种相继上市。这是马陆葡萄近年来调早、调优工
作成果的集中体现。

葡萄公园的调早行动已经持续了多年，最近
几年，通过重点引进优良早熟新品种如京蜜、日
光红无核等和中晚熟品种如阳光玫瑰等，形成了
早、中、晚熟 50 多个葡萄产品，丰富了品种的同
时，拉长了产品上市时间，从而为“马陆葡萄”品
牌注入新的活力。

在使品种延长产品上市时间的同时，上海马
陆葡萄公园自 2013 年开始实行轻简化栽培改
造。截至目前，采用省力高效栽培模式，葡萄种植
人均管理面积由原来的5亩提高到现在的8.5亩，
运用半稀植平棚架的“垄式种植”方式，一亩地种
植36-42棵，降低了种植密度，方便了小型机械进
入，因此减轻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劳动力成本。

除了在种植模式上进行升级外，葡萄公园还
积极运用物联网技术。在公园4000平米的智能
温室，目前已实现重金属含量、灌溉水质等指标
的检测，还实现了自动灌溉、肥水一体化、自动喷
药、臭氧水消毒、补光、补气等自动化功能。

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会长、河北林科院院长
刘俊是参加本次活动的重量级嘉宾。他在《中国

葡萄产业新形势新问题新发展》报告中指出，中
国要从葡萄产业大国转型升级为强国，必须有效
解决面积大、产量高、成熟期集中、产能过剩及劳
动力及土壤环境不断恶化等问题。马陆葡萄公
园的创新显然走在了前面，不仅通过弥补上海市
场5、6月间的果品空档期实现高价高效，还能为

“马陆葡萄”品牌辐射到的基地产品提前做品牌
推广，这显然是实施葡萄品牌化的应有创新。

在提升葡萄种植水平的同时，马陆镇、嘉
定区注重通过举办农业节庆的方式扩大马陆
葡萄知名度和美誉度。马陆葡萄节已经连续
举办了十九届，今年葡萄节期间，游客不仅能
在葡萄公园采摘、观光，还可以在上海保利大
剧院领略葡萄艺术之夜的魅力。马陆葡萄公
园在成功实现了葡萄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同时，
也验证了葡萄品牌发展的模式，即区域公用品
牌“马陆葡萄”和企业品牌“传伦”牌葡萄完全
可以互促互进携手发展。

“传伦”牌葡萄自 2009 年起至今连续通过
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控
制葡萄产量，实行标准化栽培管理。公园内的
每一个葡萄品种都有各自的留梢、留穗和留粒
标准。有了品质保证，又得益于“马陆葡萄”品
牌的加持，近年来，“传伦”牌葡萄先后荣获中
国十大葡萄品牌、中国果品百强品牌、最具影响
力葡萄品牌等荣誉，为“马陆葡萄”品牌注入了
全新的内涵和价值。

吉林
推进“长白山人参”品牌建设

为进一步提升“长白山人参”生产经营主体的品牌意
识、标准化种植水平和加工转化能力，近日，吉林省参茸办
在通化市举办了人参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现场经验
交流会及培训班。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城乡居民保
健意识增强，人参市场空间很大。要守护好、发展好“长白
山人参”区域公用品牌这块金字招牌，加大人参后续系列产
品研发力度，加快实现产品向精深加工产品的转变。

近年来，吉林省加强人参产业科学谋划，依托长白山区
人参产业发展特殊地域优势、技术优势、产业优势和历史文
化传承优势，大力推进“长白山人参”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不
断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影响力。“长白山人参”先后获得

“2016年度中国农产品网络品牌五十强”“2017最受消费者
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2018 亚太知名特产”、
2019年区域公用品牌“神农奖”等荣誉。

吉林省自 2010 年开始实施人参产业振兴工程。成立
了“长白山人参”品牌管理委员会；相继出台了《吉林省人参
管理办法》《人参产业条例》，人参产业管理步入法制化管理
轨道。2017年，申请注册了马德里联盟82个成员国和10个
特定国的“长白山人参”国际商标；完成了中国“驰名商标”、
吉林省“著名商标”和长春市“知名商标”的认定；并建立了
人参标准化生产基地150余个，吸纳联盟成员7000多人，涵
盖东北三省约 70%的种植户，为全面实现长白山人参品牌
产品可追溯奠定了基础。 本报记者 程天赐

第四届中国大豆产业
国际高峰论坛将举办

为分析当前国内经济与大宗粮油贸易走势，推动全球
粮油业界的交流与合作，“第四届中国大豆产业国际论坛暨
新时期产融结合创新发展探讨”将于 8月 16日在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举办。

此次大会由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大连商品交易所、黑
龙江省大豆协会、黑龙江省农业投资集团、九三粮油工业集
团、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会议将邀请政府有
关主管部门、国内外权威行业专家全方位、多视角解读相关
政策，分析市场走势，共同探讨新时期中国大豆、玉米产业
与金融结合的创新之路。

会议主题演讲方面设置了“新时期中国大豆产业转型
发展之路”“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转型 助力产融深度结
合”等8个议题，同时，会议还专门安排了“新时期大豆/玉米
产业创新发展探讨”等两个专题论坛，针对当前行业热点问
题进行解读。 本报记者 房宁

新疆（阿克苏）
农产品交易中心启用

近日，新疆（阿克苏）农产品交易中心启动运营。
该交易中心作为新疆特色农产品疆内收购和疆外销售

的重点建设项目，按照“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模式，与新疆
果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田、伽师、吐鲁番等地的线下农产品批
发交易市场形成呼应，构建上下贯通的网上供销合作社，推
动新疆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新疆（阿克苏）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由新疆果业集团与
阿克苏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共同投资新建，占地面积688
亩，建成仓储、加工、保鲜经营服务设施20万平方米。项目
建成后，每年实现农林产品仓储、保鲜、交易规模30万吨以
上，服务带动中小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卫星工厂 100
家以上，直接、间接带动就业2万人次以上。

据介绍，新疆果业集团已在阿克苏、和田等地开工建
设 5 个疆内仓储收购加工交易集配中心项目，新疆核桃
（和田）批发交易市场及仓储加工集配中心、鄯善林果产品
仓储加工交易中心两个项目的功能设施已完成建设并投
入运营。 石鑫

湖南炎陵县
多举措保护黄桃品牌

7 月 19 日，以“炎陵黄桃 桃醉天下”为主题的湖南省
炎陵黄桃 2019 年上市发布会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举
办。本次活动旨在借助北京新发地平台的区位、资源和服
务优势，让“炎陵黄桃”走进京津冀，开拓更加广阔的北方
乃至全国市场，让京津冀地区的广大消费者能够享受到

“炎陵黄桃”的甜美。
“炎陵黄桃”产自于湖南省炎陵县境内海拔 300 米～

1200米的山区，采用林区山地小块分散种植、依树势定挂果
量、果实套袋防虫等科学栽培方法，实施人工精细管理。果
树成长于优良生态之中，具有早果丰产、果型大、不裂果、外
观美、品质优等优点，是炎陵最具经济效益的农产品。

近年来，随着“炎陵黄桃”知名度的提升，也引来了它的
“模仿者”。为了加强“炎陵黄桃”的品牌保护工作，炎陵县
采取了统一商品包装物、对网络平台以及微商商标授权、委
托专门机构负责维权打假、开通维权热线等措施。在商标
授权方面规定，凡在网络平台销售“炎陵黄桃”的均要求办
理商标授权，非授权户不得经销该产品。目前，全县对3200
个经销商办理了授权手续，其中网络平台 380 户。在维权
方面，该县利用 12315 热线维权。目前，已经接到湖南、广
东、福建等地的13家实体店销售假冒“炎陵黄桃”的热线举
报。此外，炎陵县还与长沙诤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维权协
议，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展维权工作，并与阿里巴巴建立了
协作机制。 本报记者 范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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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陆葡萄：沪上“老牌”优果的新追求

葡萄产、销、研论坛暨优质早熟品种展示活动上展示的“马陆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