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企业市场 2020年12月12日 星期六

编辑：董燕玲 策划：刘硕颖 新闻热线：01084395229 E-mail：nmrbxmyyy@126.com

行业动态

四川巴中市巴山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1 年，是一家专注于青峪猪全产业链开
发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
建立了从青峪猪资源保护、选育利用、生态养
殖、屠宰加工、冷链物流至市场营销的全产业
体系，打造了“巴山土猪”“青峪黑豚”“青峪黑
猪”等知名品牌。

青峪猪是湖川山地猪的主要代表品类之
一，主产于大巴山、巫山、大娄山及乌蒙山一
带，分布地域广泛；属中熟、中型肉脂兼用型
品种，耐粗饲，适应性和抗病力很强；品性温
顺，母性强；其肉品质优良，肌肉质细，颜色鲜
红；脂肪洁白、肥而不腻；肉味香浓，富含人体
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尤其是硒、锌）及维生
素、氨基酸等。2012 年青峪猪被列入四川省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2013 年取得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

科技创新保猪种

为保护好青峪猪遗传资源，公司积极探
索创新地方猪遗传资源保种方法，按照“原位
保种+异位保种”的思路，采取“活体猪+冷冻
精液+体细胞克隆”的方法对青峪猪进行多层
级保护。

首先是活体保种。采用“核心保种场+备

份场+保护区”方式进行活体保种。一是建核
心保种场。在通江县建设了青峪猪原种场，
选择品种特征明显的青峪猪个体，组建基础
保种群体。二是建备份场。在距离原种场10
公里外的广纳镇建设了青峪猪保种备份场，
存栏种猪 120余头，血缘 6个家系。三是划定
保护区。将青峪猪主产地的乡镇划为青峪猪
保护区，现有种群规模约3000头。

其次是冷冻精液。通过对青峪猪种公猪
精子活力的检测，筛选出 16 头优秀青峪猪的
精液制作冷冻精液，制成合格的青峪猪细管
冷冻精液3000余支，解冻活力全部达标。

第三是体细胞克隆。为应对新的复杂疫
情对地方猪遗传资源的威胁，实现遗传资源
保护和活体恢复，2018 年 3 月，公司联合四川
农业大学进行青峪猪体细胞克隆试验；在
2019年 9月成功获得 23头健康状况良好的纯
种青峪猪克隆仔猪，成为四川省首次将非基
因编辑体细胞克隆技术运用于地方猪保种的
成功案例。

第四是选育提高。在保种群外另建选育
群，有序推进本品种选育，加强青峪猪生产性
能测定，采用专门化品系培育方法，将青峪猪
分父系和母系分别选育。同时采用杂交利
用，以巴克夏猪、杜洛克猪为父本，逐渐形成
完善的繁育体系。

多措并举促开发

在充分保护青峪猪种源的前提下，采取
“科技引领+标准养殖+屠宰加工+冷链运输+
文化创建+品牌营销”等措施，做大做强青峪
猪产业。

科技引领方面，为充分开发利用青峪猪，
公司联合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
院、中国肉类研究中心等科研院所共同建设

“青峪猪产业技术研究院”平台，在青峪猪的育
种、防病、营养、肉品加工以及保存等方面开展
技术研发，形成标准、专利等近20余项。

标准养殖方面，按照品种统一化、养殖设
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

“五化”要求，形成青峪猪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等一系列的标准技术资料，促进青峪猪的标
准化养殖。

屠宰加工方面，公司已建成年屠宰 10
万头规模的屠宰加工厂一个，正在建设年加
工 1 万吨青峪猪肉的精深加工厂一个。已
开发青峪猪肉冷鲜分割肉共计 316 个品种，
午餐肉、香腊肠、精制腊肉和有机猪油等系
列深加工产品 40 余个，形成了完善的产品
体系。

冷链运输方面，为了保证猪肉的品质，公

司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自建冷链物流体系，建
成标准冷冻库、冷藏库各 1 个，配备冷链车 12
辆，确保猪肉从屠宰加工厂到客户终端全程
冷链运输。

文化创建方面，青峪猪在大巴山具有
5000 多年养殖历史，积淀了深厚的土猪文
化。公司在开发利用上，将猪种保护与土猪
文化挖掘有机结合。公司组建了研究巴山土
猪文化及其产业发展的交流平台，举办了“巴
山土猪（青峪猪）从远古走来”文化论坛，自
2015 年以来每年举办“四川通江· 年猪文化
节”，既弘扬了中国传统年猪文化，又宣传推
介了通江的青峪猪产业。

品牌营销方面，公司自主开发了巴山土
猪 APP 和产品全链追溯系统（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实现“线上认养+线下体验”
（OTO+FTC），“互联网+”青峪猪现代营销模
式。产品在盒马生鲜、家乐福、永辉、工行融 e
购、天虎云商、好云淘等多家销售平台销售。
坚持品牌战略路径，青峪猪先后通过欧盟有
机产品认证、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绿色食品认
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22000 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此外，还获得世界农场
动物福利协会“福利养殖金猪奖”、四川省第
十二届“四川名牌”产品、巴中市第三届“巴中
名牌”产品等殊荣。

提质增效看良种 土猪篇（下）

四川巴山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育贤：

全产业链打造青峪猪知名品牌

湖南湘潭市农业农村局：

沙子岭猪市场开发走上快车道

湖南省流沙河花猪生态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从事宁乡猪
品种资源保护及综合开发的国家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注册的“流沙河”商标荣获“中
国驰名商标”“湖南省著名商标”称号，下属湖
南宁乡猪资源场为国家级宁乡猪保种场。

依靠科技保护珍稀遗传资源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宁乡猪资源保
护促宁乡猪特色产业发展、以宁乡猪特色产
业发展促宁乡猪资源保护方针，依托教学、
科研机构，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通过采
集分析宁乡猪种群分布与组织样品、建立专
业保种场和开展性能研究等一系列措施，使
得宁乡猪从仅存 7 头种公猪扩充到目前的 10
个家系血缘、能繁母猪存栏达 1.5 万头，全县
出栏量达 25 万头的局面，并且恢复了“乌云
盖雪”“大黑花”“小散花”和“狮子头”“福字
头”“阉鸡头”完整的遗传结构，为宁乡猪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采用常规
育种与分子育种相结合的育种技术体系，以
巴克夏猪、杜洛克猪为父本，分别合成宁乡
猪二元、三元杂交育种群，在边选育、边生产
的模式下，开展培育瘦肉型新品种以适应细
分高档市场的需要。也由此通过建立完整

的生产体系，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宁乡猪的资
源保护和种群发展。

创新模式产生规模效应

自2008年开始，为扩大养殖规模，满足市
场需要，公司按照“自愿平等、互利双赢”的原
则，确立了适应农村发展现状和企业发展需要
的“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采取五统一管理
模式和利益纽带机制，通过股份合作（农户以
栏舍设备和劳动力等基本条件融入公司产业
链，通过加盟养殖或委托饲养实现合作生产），
金融担保（为有资金需求的养殖户提供担保，
每户授信额度在3万至5万元，用以解决资金不
足的难题），订单收购（对加盟农户合同保证，按
照保底价+上浮价即“放心价”的经营模式，保
证农户利润）等多种方式与农户建立利益纽带
机制，为农户走向市场搭建起桥梁。同时，通
过“开班授课、现场指导、信息化服务”养殖推广
模式，促进了宁乡猪专业化饲养，产生了规模
效应，实现了企业的社会经济价值，形成了企
业、社会和环境的“三赢”机制。

保质量重品牌深加工创造高效益

通过硬件和软件建设，构建了以猪RFID

芯片耳标和物联网二维码为信息载体的产品
质量追溯公共信息平台，实现对宁乡猪从饲
料、养殖、防疫、屠宰、加工、流通到最终市场消
费每一个环节的跟踪记录和实时追溯管理。
消费者通过扫描公司猪肉产品上的追溯码，就
能查询到该猪肉产品的生产相关信息，让消费
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为进一步完善全产业
链体系，自2014年开始，公司研发生产了热鲜、
冷鲜、冷冻、腌腊等系列产品和软包装类、罐装
类、肉干类、礼盒类等28个系列产品，拉长了特
色产业链条，完善了产业融合链条，推进了一
二三产业融合。公司以“高端”“生态”“绿色”

“健康”为定位，以“流沙河”品牌为核心，利用电
视、报纸、新媒体线上平台，打造“全国高端生态
鲜肉第一品牌”。积极整合资源，加强保护，深
入宣传，集聚各路精英力量，着力打造宁乡猪
品牌，创造特色产业最高效益。

目前，宁乡猪肉产生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和市场影响及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公司
立足农业产业化发展，按照“平等、互利、双
赢”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与农民利益联结机
制，把更多的农民纳入产业化经营链条，实施
以销促产、以质保价的良性循环，打造全国知
名的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

湖南流沙河花猪生态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乡猪蹚出“精特美”之路
山东省高唐县梁村镇发展高科技养猪产业，助力脱贫攻坚，加

快农民致富增收步伐，其兴建的新好农牧有限公司投资6亿元，年
出栏生猪20万头。该公司生产工艺及厂房结构由中国、美国及欧
洲顶级养殖行业专家联合设计，操作全部自动化，猪舍内温度通过
设备调控，一年四季保持均衡。图为该企业工人在现代化养猪车
间工作的场景。 徐明 摄

新希望六和6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在四川盐源县开工

12月 3日，四川省凉山州 2020年重点项目——新希望六和股
份有限公司盐源县6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开工仪式在盐源举行。

该项目占地面积 4007亩，采用“公司+农户”的模式建成规范
化养殖场，项目投资概算为 7.9 亿元，预计工期 150 天。该项目建
成后将养殖2.7万头祖代及二元母猪，为四川省单体规模最大的种
猪场，年出栏仔猪60万头，并配套饲料、屠宰深加工及冷链运输一
体化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是四川省和凉山州2020年生猪稳价保供的重
点工程，计划在盐源县符合条件的生猪养殖乡、镇，发展 400 户家
庭农场，以点带面，助力乡村振兴，为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
益。力争把盐源县打造成全省生猪养殖特色县，带动全县人民增
收致富。

为助推四川省建设现代农业“10+3”产业体系，2020年 4月 21
日，新希望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制定了川猪壮大
计划——未来三年在川落地和建成年出栏 1200 万头生猪产业化
项目及相关产业链配套。协议签订后，新希望六和全川18个市州
迅速布局、开工建设了一批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杨正飞

河北饶阳县农企携手农民
探索农牧融合发展

在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这片辽阔的大地上，隶属同一集团的
河北兴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唯尊养殖有限公司采用“公司+
院校+合作社+贫困户+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形成集“种植、养殖、
加工、营销、研发、推广”为一体的产业链条，探索出一条绿色低碳
循环、农牧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成为当地行业的典范。

科技助力提升产品品质
“作为农民的儿子，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割舍不掉，农民面朝黄

土背朝天却依然不能摆脱贫困的情景时而在脑海中浮现。”河北兴
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少军表示，他们利用科技发展现代
农业、帮助农民致富改变命运的念头越来越强烈。2013年至今，公
司共流转土地 5500 亩，先后建起葡萄、蔬菜、蟠枣、肉羊等种植和
养殖基地，怀着“做实基地、做好产品、做强品牌、做大市场”的远大
志向，公司得到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
省农林科学院等科研院校的智力支撑。特色优质蔬菜、葡萄、蟠枣
等农产品销往北京商超和新发地批发市场等地。公司通过种养结
合，重视产品品质，提升品牌效应，助推产业升级增效，实现了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

循环发展提高经济效益
公司成立初期以种植水果、蔬菜等农作物为主，其中种植葡萄

1500亩、蔬菜 800亩、蟠枣 150亩。公司前期种植禁止使用化肥而
采用动物有机肥，但购买有机肥受供应季节、数量和质量等诸多因
素制约，往往因有机肥供应不及时或质量不过关影响施肥效果而
波及产品质量。为此，经广泛论证，同年着手建设以养殖肉羊为主
的养殖场，目前基础母羊存栏 8000多只，年出栏肉羊 2万只左右。
养羊产生的羊粪等集中处理为天然有机肥料被种植业使用，有利
于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地持久肥力、减少了农药化肥和粪污对环
境的影响、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而种植业生产的农作物副产品
根、茎、叶等作为饲草喂羊，减轻了环境污染，有助于提升农作物产
品的附加值、降低畜牧养殖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产业升级创新经营思维
公司改变传统生产和经营理念，积极主动与省内外科研院校

合作，加强科技创新与应用。首先，重视品种选择。种植上，引进
冬枣新品种“蟠枣”，其椭圆似蟠桃，口感细腻、酥脆酸甜，维生素等
含量均高于普通冬枣，受到客户青睐；养殖上，扩大耐粗饲、繁殖率
高的湖羊群体，在纯繁保种、育种的同时，通过杂交生产育肥羔羊，
提升羊肉品质，产生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其次，完善基础设施。种
植上，完全采用温室管理，实现了温、湿度控制与施肥、灌溉数字
化、智能化。养殖上，对原有的道路设施、饲喂设备、污水管道等实
施改造升级。对拟新建羊舍，为避免陷入“规模不经济”误区，邀请
专家本着实用、经济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提升科技含量，改善养
殖环境，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水平。第三，科学把控产品供应
季节，蟠枣、葡萄分别于 5月份、7月份成熟，均比同类水果先期上
市，抢占良机。而羊肉产品一年四季均衡生产，可保证各大宾馆、
超市常年供应。第四是注重品牌效应。公司在保证农产品质量的
基础上，注册“超瑞”商标并取得“绿色农产品认证”，为产品的营销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反哺家乡实现脱贫致富
公司发展壮大后，两位创始人反哺家乡，坚持走“企业联村，共

同发展”之路，采用多种方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民脱贫致富，收效显
著。一是为贫困家庭的 120人提供就业岗位，每人月收入约 2000
元，带动110个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二是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方式助贫困户脱贫。公司组织周边有意愿养羊的贫困户，通
过羔羊发放、疫病防治、饲料供应、成羊回收等实行统一管理，降低
养殖风险。2016年至今，已连续成功帮助 130户贫困户实现养羊
脱贫。公司的无私帮助让当地 240 户贫困户确确实实得到实惠，
真真切切实现脱真贫、真脱贫。

“今后将继续在推动集约化发展、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农
业生态循环等方面树标杆、做示范，为传承提升农耕文明、引领
实现乡村振兴做出新的贡献。”河北唯尊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裴
友良说。 本报记者 刘硕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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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子岭猪原产湖南湘潭，是国家级畜禽
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已获得农业农村部地理
标志农产品保护证书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沙子岭猪具有耐粗饲、适
应性广、抗病力强、瘦肉率较高、肉质鲜嫩、营
养价值高等特点，是我国珍贵的遗传资源。
近年来，湘潭市坚持创新引领、延链强链、打
造品牌，沙子岭猪特色产业发展成效显著，沙
子岭猪正经历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的
历史跨越。

政府引导 强化推动力

近年来，湘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形
成共识，内挖潜力、外聚合力，加大投入，助力
沙子岭猪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一是坚持高
位推动。近 6 年来连续将沙子岭猪特色产业
开发列入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市委一号文件，
明确由分管副市长牵头主抓，各相关部门整
合资源，形成了支持沙子岭猪产业发展的强
大合力。二是突出规划引领。2020 年 1 月，

《湘 潭 市 沙 子 岭 猪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20-2030 年）》正式由市人民政府批复实
施。规划立足全市、着眼全国，贯穿产业链思
维，明确了沙子岭猪特色产业发展的目标、任
务和路线图，为今后 10 年产业发展指明了方
向。三是加大资金投入。统筹整合国家、省
级、市级专项资金用于沙子岭猪资源保护与

特色产业开发，近两年市本级财政安排生猪
产业发展资金 550 余万元，争取国家、省级专
项资金 5000 余万元，专项用于沙子岭猪特色
产业发展。其中，作为湖南湘猪产业集群项
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沙子岭猪特色产业发展
获得专项支持 3640 万元。同时，为确保国家
级沙子岭猪保种场生物安全，制定了保种场
周边生猪转移补偿方案，及时清退转移了猪
场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生猪，保障了沙子岭猪
种质资源没有受到非洲猪瘟疫情影响。

科研创新 提升软实力

一是组建科研团队。30 多年来，明确由
市家畜育种站承担保种科研任务。以吴买生
研究员牵头，组建了一支包括20多名具有高、
中、初级技术职称科研人员的沙子岭猪特色
产业科研创新团队，并与中国农业大学、中科
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畜牧兽医学
会、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中南大学等单位进行产学研合作，建立了两
个院士工作站、一个国家级特色生猪产业学
会服务站，致力于沙子岭猪种质特性、分子生
物、营养调控、肉品加工等方面的研究，为沙
子岭猪的市场开发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开展
科技创新。科研团队联系科研生产实际，重
点围绕沙子岭猪生长发育、繁殖性能、精液品
质、毛色遗传、母猪行为、营养需要、杂交利

用、肉质特性、遗传标记及配套系选育等方面
持续开展研究，取得大量的科研数据和技术
资料，累计公开发表沙子岭猪及相关科研论
文200余篇，撰写出版中国特色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与利用丛书《沙子岭猪》，20 多项科技成
果获省、市科技进步奖。制定发布了沙子岭
猪系列技术标准 9 个，其中《沙子岭猪（NY/
T2826-2015）》品种标准成为国家农业行业标
准。今年9月份，以沙子岭猪等中外猪种资源
为育种素材培育的湘沙猪配套系（新品种）正
式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成为
湖南省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畜禽新品
种（配套系）。

培育主体 增强竞争力

一是引进龙头企业。为把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实现资源保护与市场开发相
互促进，2017 年 11 月，湘潭市人民政府与
新湘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沙子岭猪
特色产业开发合作协议，新湘农与湘潭市产
业集团合资组建湘潭新湘农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1.5 亿元，以优质猪肉市场为
目标，打造安全优质生猪品牌，积极推进沙
子岭猪市场开发走上快车道。目前，公司已
构建由 1 个原种场、2 个扩繁场、10 个养殖基
地组成的地方猪繁育体系，年出栏沙子岭猪
及杂优猪达 10 万头。预计到 2022 年，建设

形成年出栏 30 万头沙子岭猪及杂优猪、年
产值达 20 亿元的湘潭地方特色生猪产业集
群。二是塑造特色品牌。持续加强沙子岭
猪品牌打造与宣传力度，拍摄了沙子岭猪宣
传片，举办沙子岭猪特色产业高峰论坛、挑
战最大红烧肉吉尼斯世界纪录、沙子岭猪全
猪宴等系列活动，开发了“毛氏雪花猪肉”
等高端品牌猪肉，在高铁、机场、高速路等
场所投放宣传广告，扩大了“沙子岭猪”品
牌知名度，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延长链条 提高辐射力

着重推出了毛氏雪花猪肉、香肠、腊肉、
烤乳猪、脆皮猪蹄、毛氏红烧肉、梅菜扣肉等
系列产品，开发了沙子岭猪专用配合饲料及
构树生物发酵饲料，目前正在筹建地方猪性
能测定中心。沙子岭猪产业一头连着农户，
示范带动 500 余农户养殖沙子岭猪及杂优猪
5 万多头，辐射带动全省农户养殖沙子岭猪
及杂优（交）猪 30 万头以上；一头连着市场，
在长株潭开设连锁专卖店 20 余家，联合电商
企业年销售沙子岭猪肉类深加工制品 2000
余万元，并通过伟鸿、三旺等企业将分割肉、
中乳猪销到港澳市场，年创汇达 6000 多万美
元。产品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附加值不断提
升，沙子岭猪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初
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