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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位于广东省的中北部，在北江中游、南岭山脉南侧与珠江三角洲的结合带上，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备清
远鸡繁衍生长的最佳环境。近年来，在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中，清远市从优质品种保护、标准化生产加工、现代营销
体系建设等方面着手，不仅使清远鸡从20世纪90年代的物种濒危中复生，也促进整个产业实现了“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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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长镜头

□□ 本报记者 常力强

8600 多万只，这是以其肉鲜味美而
著称的广东清远鸡 2019 年的出栏量。
这一数字是 10 年前 2010 年出栏量近
2000 万只的四倍多。而在 20 多年前的
1998 年，清远鸡曾被列入国家级濒危品
种保护项目。

有千年悠久历史，被纳入《中国家禽
品种志》优质地方品种之一的清远鸡，正
是在清远市实施产业发展战略，并在优化
当地特色鸡种质资源、提升种苗繁育能
力、培育龙头企业、推进标准化养殖等一
系列措施推动下，从濒危中实现“涅槃”
的。今年2月，清远市被认定为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具体范围为“清远鸡”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的保护范围，包括清城、清
新、佛冈、英德等4个行政区域。

“通过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结合现代
农业产业园和产业集群建设，清远鸡产业
已经形成集家禽育种、种苗繁育、饲料生
产、养殖管理、禽病监控、食品加工、产品
营销、电子商务于一体的产业链，实现了
优质家禽产品从种源到餐桌的一条封闭
的链条配置，成为清远独特的品牌形象。”
清远市副市长雷玉春说。

正本清源 保种“岭南第一鸡”

清远麻鸡，俗称清远鸡，是广东最著
名的优质鸡种，号称“岭南第一鸡”，以肉
质好、肉味鲜美等特点而驰名中外。

“清远鸡品种对本地自然条件和饲
养管理有很强的适应性，但由于养殖规
模大而分散，不少生产者片面追求经济
利益，盲目杂交与近亲交配，致使一度出
现种质不纯、整齐度差、肉质发生改变等
千年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境况。”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李敏怀说：“从保种和地方
特色农产品产业化的要求出发，就要求
我们必须对该品种实行品种资源保护，
建立品种体型外貌特征、饲养管理方法、
营养需求、免疫程序、肉质评定等统一标
准体系。”

据清远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高
级农艺师陈明霞介绍，在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建设中，清远市通过与科研机构合
作，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不断完善清
远麻鸡良种系统工程技术和繁育生产经
营管理体系，建立种质资源库，实行品种
资源保护，通过选育建立祖代场，向广大
种鸡专业户提供正宗的父母代种苗，并
以此为基础向广大养殖户提供正宗的商
品代种苗。

目前，特优区依托广东天农食品公

司、广东爱健康生物科技公司、清远市凤
翔麻鸡发展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已为品
种的保护和扩繁打下坚实的基础。

天农食品公司拥有清远鸡肉鸡核心
育种场和良种扩繁推广基地，产业链条从
品种选育、种鸡养殖和种蛋孵化一直延伸
到市场策划与营销、终端专卖、清远鸡特
色酒店等。新建的天农禾仓种鸡场有50
万套父母代种鸡，一年能培育 6000 万羽
正宗的商品代种苗。

爱健康生物公司曾花巨资引进濒危
的原种清远鸡资源，同时聘请国内顶尖的
专家团队进行扩种繁育，目前在清新区的
种鸡场拥有10万套父母代种鸡。

位于清城区东城街道的凤翔麻鸡发
展公司则是一家更为老牌的企业，“为了
保证品质的正宗和纯正，我们多年来育种
扩繁没有用过一颗外来的鸡蛋，同时与华
南农业大学合作，对清远鸡进行品种改
良。”公司董事长苏炾南说，“经过提纯复
壮 ，每 只 鸡 的 重 量 已 从 2.3 斤 增 加 到
2.8-3.3斤，具备了更好的商品属性。”

“标准”生产 补上保质保鲜短板

清远鸡的传统养殖方式是在山林中
散养。林间草地广阔的空间、清新的空
气和充足的阳光，加上草叶、果粒、小虫
等天然的饲料，使清远鸡保持了与野生
原鸡相似的体形外观及肉质嫩滑、味道
鲜美的特色。

但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以及环保要
求的提高，单纯散养已经不能满足产业发
展的要求。所以，在特优区建设中，清远
市逐步推动饲养方式由“农户散养”型向
规模化、专业化养殖方向发展，并创建清
城区清远鸡产业园、清新区清远鸡产业园
两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推广“标
准”化养殖生产方式。

两个产业园以“畜禽良种化、养殖设
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
化”为重点，全力推进清远鸡标准化养殖
示范基地建设，引导大型养殖场建设自动
喂料、自动饮水、环境控制等现代化装备，
推广节水、节料等清洁养殖工艺和干清
粪、微生物发酵等实用技术。

清远清农电商公司是从营销将产业
链延伸至生产环节的，目前在清新区产业
园内拥有存栏30万只鸡的养殖基地。10
栋鸡舍全部采用了智慧养殖系统，在栏
量、进栏日期、进栏鸡龄及环境控制等几
十项参数在显示屏上一览无余。“投喂时
间和投喂量，空气温湿度控制等，我们则
是通过系统设置全部自动进行的。”公司
项目总监曹丹丹说，“这样不仅大大节约

了劳动力，也将养殖过程中的人为干扰因
素几乎降低至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标
准化。”

特优区数据显示，目前清远市已有清
远鸡标准化养殖示范场 200 多个，标准
化、规模化养殖出栏量占总出栏量的
85%，示范带动了全市标准化养殖水平进
一步提高。

不过，在清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
锦洪看来，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在养殖
环节实现标准化，“只有补上屠宰加工环
节现代化和标准化的短板，才能保障大批
量的产品远距离运输和销售。”

近年来，在特优区和产业园建设的
推动下，清远鸡标准化屠宰加工体系正
在不断完善。天农食品公司在清城区横
河镇的食品屠宰厂引入先进的屠宰流水
线和低温保鲜设备，实现了活鸡屠宰从
沥血、脱毛、清洗、预冷的全自动化流水
作业；在加工保鲜方面，采用国内首创的
极速超低温休眠技术对产品进行保鲜，
解决了肉鸡在屠宰后因肉质酶化导致口
感不佳、质量下降而无法长时间保鲜的
难题。

清农电商公司即将落成的屠宰加工
厂包括3500平方米的车间和5000平方米
的冷库。“我们在技术上实现了鸡的液氮
闷晕后‘安乐宰杀’，并可将液氮余气用于
风冷环节，冷冻环节采用了超低温液氮速
冻工艺。”公司项目经理徐漩说，所有工序
在 28 分钟内完成，极大地保证了生鲜鸡
和活鸡肉质口感的一致。

组合营销 打响美食品牌

“做好清远鸡产业化开发，需要生产

加工的坚实基础，也需要现代化的营销和
品牌的塑造。”李敏怀说，近年来清远市在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中，尤其加大了对
清远鸡组合式营销的力度。

自 2010 年以来，清远连续举办了九
届“中国·清远鸡美食旅游文化节”，将
这一节日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特色品
牌节庆活动，有效传承传播了清远鸡美
食文化。

2019 年，清远市与巴拿马华商总会
联合举办了“清远鸡登上巴拿马春晚系列
活动”。清远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伟杰
说，为期 4 天的活动包括了清远鸡年夜
饭、清远鸡美食万人体验国际品鉴会、“清
远名特优新农产品及文旅推介”哥斯达黎
加慰侨专场联欢晚会等，打开了清远鸡美
食品牌走出去的窗口。

据清城区农业农村局畜牧水产服务
中心主任黄达介绍，在清远鸡的宣传推介
中，当地还采用了专卖店、连锁店、清远鸡
科技博物馆广告推广等多种形式。随着
超低温液氮速冻技术和保鲜工艺的逐渐
成熟，清远鸡开始登上互联网，通过电商
平台开拓更新更大的市场空间。

“我们在 2014 年‘双十一”期间开始
进行网上销售，上架几天时间订单量就达
到800多万份。”清农电商公司徐漩说，没
想到线上销售会一下子引爆消费，但因为
保鲜问题后来出现了很多退货订单。目
前，有了极速超低温休眠技术的保鲜保
障，清远鸡的远距离运输和保鲜的障碍已
得以清除。

近两年，清远市通过集中资源聚焦研
究及试验农产品销售新业态，在生鲜电
商、新零售渠道方面取得巨大突破，一只
只清远鸡产品通过国内各大生鲜平台，走
向消费者的餐桌，清远鸡在全国的品牌知
名度也日渐提高。

从濒危品种到“涅槃”重生
——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鸡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探析

天农禾仓种鸡场工作人员通过操作自动免疫断喙一体机为鸡苗作免疫断喙
处理。 吴雄伟 摄

安徽华阳河农场示范园区

新品种试验促高产增效
今年，安徽华阳河农场科技示范园区承担了国家和安徽省的40个小麦、37个大豆、41个水

稻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和展示工作，通过对农作物新品种引进、良种繁殖、植物保护和绿色高效
栽培技术研究，为农作物品种审定提供科学客观的试验数据，同时筛选适合农场种植的高产、优
质、多抗新品种加以推广，为企业增效、职工增收提供科技支撑。近日，农场农科所技术人员对
示范园区试验、示范和展示种植的水稻、大豆进行全面调查。图为技术人员对即将抽穗的水稻
进行拔节、病虫害调查。 李龙 摄

初秋，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郑洋
新村，田间的稻穗随着微风扬起了阵
阵金色稻浪，而在连片的田埂边，种满
了密密麻麻的向日葵、波丝菊等蜜源
植物，筑起一道道生态防线，为“稻田
卫士”赤眼蜂等有益昆虫提供食料和
栖息地。

郑洋新村是温岭市的粮食生产
功能区，目前已申报千亩省级绿色防
控示范区。今年，这片稻田通过运用
农业防治、理化诱控、科学用药等措
施，结合生态调控技术，在水稻周边
种植了一排排蜜源植物，吸引赤眼蜂
等有益昆虫栖息，帮助稻田消灭二化
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害虫，从而
达到让农田少喝“农药”、保障粮食安
全的目的。

此外，稻田还配置了太阳能杀虫
灯和白色诱捕器。杀虫灯主要诱杀螟
虫、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趋光性害
虫，目前每盏杀虫灯能防控二三十亩
稻田。约 1 米高，一个个整齐排列的
白色诱捕器的奥秘则是里面的一根蓝
色塑料棒，“这里面盛放着‘性诱剂’，
这种气味会‘迷惑’雄虫，将其诱集到

诱捕器中困死，减轻下代害虫的发生
基数。”新河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蔡冬
琴说。

据介绍，原先不少农民给庄稼治
病的主要方式就是打农药，有时专业
技术不到位，农药残留物超标成了食
品安全的重大隐患。而采取生态控
制、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举
措，可降低害虫基数，最终实现农药减
量、农产品增收。

种田大户郑树桦说：“与原先相
比，这批绿色防控的水稻每季可减施1
次至2次化学农药，化学农药使用量可
下降 20%-30%，亩均增产 10%左右，每
亩可增加经济收入120元。”

据了解，近年来，温岭市积极探索
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推进农作物病
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的融合发
展，大力实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
示范区创建工作，目前已在新河、箬
横、大溪等地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基地
3个，核心示范面积 5000多亩，辐射示
范面积 2 万多亩，助力农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

林绍禹 本报记者 常力强

北大荒七星农业科技园区

黑土地上结出百香果

近年来，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分公司农业科技园区采用国内领先的设
施农业技术，根据不同作物生长所需环境智能控制温度、光照、水分、通风等环境因
素，达到了环境可模拟效果，在寒冷的东北黑土地上引入了南方水果。目前，园区智
能温室内300株“台农一号”百香果树已实现一年四季挂果。图为近日，园区技术人员
在察看百香果坐果率和成熟情况。 刘鑫鑫 摄

初秋时节，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博
望镇2.2万亩有机黄金梨示范园区，一眼
望不到边的梨树硕果累累。“除了黄金梨
示范园区，我们还建成了精品蔬菜和月
季花卉特色产业园区，‘三园’建设覆盖
了全镇 51个行政村，有效带动了农民持
续增收。”副镇长华欣说。

近年来，该镇立足当地优势，把拓
展产业规模、园区式发展特色产业作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主抓手，通过政
策扶持、项目带动、道路建设、技术培训
等措施，先后建成了有机黄金梨示范园
区、月季花卉园区和精品蔬菜园区。其
中黄金梨示范园区覆盖 27个行政村，占
地 2.2万亩；月季花卉园区覆盖 9个行政

村，总面积达 2.8万亩；以温棚为主的精
品蔬菜园区覆盖到 17 个行政村。这些
特色园区每亩地年收入均超过 2 万元，
其中温棚种植的番茄、豆角、黄瓜等反
季节蔬菜今年亩均收入将近 4 万元，为
农民脱贫奔小康开出了金光大道。据
介绍，目前全镇农民增收的 70%来自三
大特色园区。

在园区种植业发展的前提下，该镇
把重质量、创品牌作为产业发展的生命
线，由镇政府牵头，专业合作社主导全
镇生产的优质黄金梨也通过“有机”果
品认证，番茄、黄瓜、西芹等连年通过省
级无公害果蔬监测评定。

李善喜 潘新贺

河南方城县

“三园”建设夯实农民增收基础

宁乡市地处湖南省中部，是省会长沙市的近邻市
和副中心城市，也是传统的生猪调出大市。

2019 年12月，宁乡市围绕宁乡花猪和优质稻两
大主导产业成功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创
建中，我们面对长期以来传统资本过度向城市聚集，
向工业集中，农业投资偏重短期利益，缺乏长久规划
的状况，依托产业园平台优势，充分发挥国有资本“下
乡”引领作用，推动现代农业产业要素集聚、绿色发
展、三产融合、提质增效，有效地促进了农业产业现代
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的发展，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在具体要求实践中，我们结合国有平台公司市场
化转型契机，依靠市国资集团的国有身份背景，注资
联合组建了宁乡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农发
投），首期注册资本金达3亿元，形成了全市现代农业
投资建设的大框架和原动力。

农发投公司成立后，我们坚持“统抓统管”，推动
国有资本增效。由农发投总体负责全市现代农业产
业投资建设，统一资金归口、土地流转、建设人力等产
业要素投入，初步建立了“政府主导、行业指导、平台
承接、企业运营”的国有资本运营模式，有效提高了国
有资金使用效率。

坚持“零钱整用”，推动政策资金整合。针对涉农
资金小散乱问题，由财政牵头，全面统筹农业、林业、
国土、环保等部门涉农资金。比如为发展花猪百亿产
业、富民产业、品牌产业，通过整合长沙市“一县一特”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4000万元，按1.5倍配套市本级农
口资金6000万元支持花猪产业发展，成功撬动正大集
团等社会投资20亿元以上，有效满足了100万头生猪
产业链项目资金需求。

坚持“优势再造”，推动产业布局优化。立足宁乡
现有资源，对有主导产业和发展潜力的乡镇群进行分
片区、分板块的开发，形成以花猪产业为龙头，巷子口
的黄桃、黄材的辣椒、回龙铺的苗圃、陈家桥的美丽屋
场、龙田的樱花、道林的荸荠、坝塘的蓝莓风车组合为
品牌特征的7个产业片区，以及多个公司主导、产品
成熟的农业产业区域，初步形成了“1+7+N”的现代农
业产业格局。

通过创新国资“下乡”的发展模式，产业园构建了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与世界500强正大集团开展100
万头生猪产业链

合作，着力建设投资、科研、种养加工、
冷链物流、农旅经营于一体的生猪产业
链条，打造省会高端肉蛋奶供应基地。
而且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分配格局，让
农户通过农业项目可获得每亩地年
400-600元的土地流转资金，以及每年
约3万元的工资收入。同时推动各村集
体从项目带动、土地入股、集体经济、种
养平衡中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20
万元以上，全面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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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岭市

粮食生产功能区筑起生态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