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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海玲

生态青海，绿色农牧。这片以绿色为底色的土地，被公认为全球四大无公
害、超净区之一。由于地位特殊、生态重要，海拔 3000米以上的牧区占青海省
总面积的96%，天然草地面积0.36亿公顷，为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

作为中国五大牧区之一，青海拥有大自然特殊的恩赐——牦牛。牦牛既
是牧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也是推动牧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牧业
稳定增收的主要来源。因此，牦牛产业被称为青海省农牧业发展的“第一产
业”和“第一品牌”。

稳居“第一”的位置，一方面，源于青海是世界牦牛主产区，截至2020年底，
全省存栏牦牛608万头、占全国总量的38%，位居全国首位；年出栏量近170万
头，肉产量近 17万吨，占全国总量的半壁江山，素有“世界牦牛之都”的美称。
另一方面，青海省紧扣乡村产业振兴目标，从调结构、创品牌、接产业、连环节、
强开发、促脱贫入手，加快推进牦牛产业振兴，使牦牛产业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产业带动能力明显加强。

牦牛产业作为全省农牧业特色产业，青海省委、省政府立足全局、统筹谋
划，突出有机、绿色、无污染优势，建基地、强龙头、树品牌、拓市场，围绕加快构
建现代牦牛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加大牦牛产业投入力度，持续推进牦牛产业高
质量发展，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提供支撑。

品种：育好牦牛的关键

走进位于西宁市大坂山南麓宝库峡的青海省牦牛繁育推广服务中心，大
通牦牛、阿什旦牦牛和野血牦牛正在各自的圈舍里悠闲地吃着草。这里是全
国第一批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主要负责牦牛种牛登记、性能测定以及种牛选
育等工作，为促进青海省肉牛遗传改良和现代牛业种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众所周知，种子是农牧业的“芯片”，当今世界，谁掌握了种源，谁就拥有了
对产业的话语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多年来，青海农牧业战线一代又一代
牦牛育种科研工作者孜孜不倦，在牦牛遗传育种、营养与饲草料研发和疾病控
制方面，取得了众多领先世界的突破性成果，建立起了良种、良法、良医的有机
体系，从科研源头持续推动牦牛全产业链发展。

早在200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就和青海省大通种牛
场共同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培育的牦牛新品种“大通牦牛”，以我国独特
遗传资源为基础，依靠独创技术培育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牦牛新品种，填
补了世界牦牛育种史上的空白。2019年4月28日，“阿什旦牦牛”通过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获得国家畜禽新品种证书，这个经过20年的艰辛培育出的
牦牛新品种，最大的特征就是不长牛角，性格温顺，且综合品质优秀。也正是这
一牦牛新品种的诞生，给正在崛起的青海牦牛产业注入了“强心针”。

两大人工育种当家品种，最终的目的就是解决青海牦牛种群退化的问
题。多年来，青海牦牛一直延续着种群内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方式，种群日渐
退化，个头变小，体质下降。成年出栏牦牛中，有的体重甚至不到300公斤。为
了加速改变这种局面，自 2004年开始，青海省全面实施牦牛提纯复壮工程，对
牦牛主产区进行统一规划，加大牦牛的品种选育力度。同时，在主产区建立纯
种繁育基地和种牦牛站，在大通种牛场建立了牦牛冷冻精液库。

几年来，大通种牛场从繁育到推广能力不断提升，目前，每年向省内外提
供大通牦牛种公牛 2000多头、细管冻精 5万余支。据不完全统计，在青海牧
区，已经有近3万头大通牦牛走进牧民家庭，开始繁殖后代。不仅如此，青海省
已初步建立起牦牛种牛繁育推广体系，如今，全省17个牦牛种牛场年产种公牛
1.2万头，供种能力不断提高。优良的品种在为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同时，
也为“青海牦牛”品牌打造立起了标杆。多年来，除了本省，大通牦牛种公牛已
经辐射新疆、西藏、四川、甘肃等牦牛产区。2020年7月，为复壮、改良当地牦牛
品种，推进牦牛养殖业高质量发展，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从大通种牛场购
买了580头优质母牦牛。

随着牦牛育种工作的推进，牦牛遗传资源调查、分类、保护和品种申报工
作取得新进展，如今，雪多、环湖、玉树牦牛成功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
大通牦牛新品种填补了世界牦牛育种史上的空白，新培育的阿什旦无角牦牛
育种走在世界前列。

品质：产业发展的核心

夏日的青海草原，绿意浓浓。这几年，海北州祁连县野牛沟乡大浪村全力
发展生态畜牧业，打造生态牧场，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天然、广阔的牧草高原，洁净的生态环境，逐水草而居的半野生放牧方式、
原始自然的生长过程，造就了高品质的青海牦牛。品质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
素，“青海牦牛”品牌要走出青海，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品质是重中之重。

基于青海牦牛及其产品的卓越品质。青海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牦牛产业

作为第一大产业统筹推进、第一大品牌竭力培育；农业农村部在政策支持、资
金投入、工作推进等方面鼎力支持；青海省成立牦牛产业联盟和研究院，建立
牦牛智库……坚强的组织领导、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扎实的工作实践，使青海
成为全国牦牛特色产业优势区和重要牦牛肉生产基地、精深加工基地，全国乃
至全世界牦牛产业中心地位日益凸显。

高位推进，在顶层设计上强措施。为推进全省牦牛产业发展，建设具有高
原特色的青海现代牦牛产业体系。2018年，青海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牦
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同时制定《牦牛和青稞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对牦牛产业发展进行了顶层规划和设计，明确了资金扶持重
点和关键措施，确定了8项推进牦牛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使牦牛产业发展方
向、措施和路径更加明晰，全面加快青海牦牛产业振兴发展的脚步。青海省农
业农村厅及时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牦牛产业发展工作分工方案》，明确了任务
表和线路图。

突出重点，在优化布局上想办法。根据实际对青南牧区、环湖地区和东部
农区 3个典型区域分区施策。青南牧区是全省牦牛核心养殖区、牦牛肉主产
区，打造成绿色有机等高端牦牛肉生产基地，按照以草定畜制度，推广股份合
作经营模式，实行放牧为主、适度补饲的养殖方式。环湖农牧交错区是全省牦
牛的重要产区，打造成牦牛产品初加工基地、牦牛高效养殖基地，推行“暖季放
牧+冷季补饲+高效养殖”的半舍饲养殖方式，实现养殖增效。东部农区是全省
牦牛的转移承接区，打造成牦牛产品精深加工基地、畜产品物流中心，推行牦
牛舍饲养殖方式，实现加工增值。

多措并举，在延伸产业链上下功夫。建设青海可可西里、西北弘、果洛金
草原、夏华、五三六九“五大牦牛产业示范园”，加强牦牛饲草料基地、标准化养
殖基地、仓储加工基地“三大基地建设”，健全牦牛良种体系、科技服务体系、品
牌及营销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完成青海省牦牛良种扩繁基地、青藏高原牦牛
博物馆、牦牛文化主题公园、牦牛牧游基地等重点工程，扶持建立牦牛产业联
盟龙头企业20家，大力构建“世界牦牛之都、中国藏羊之府”公用品牌，制订发
布牦牛生产与加工标准10项，创新提出牦牛“三增三适”综合配套新技术，牦牛
全产业链发展初具规模。

品牌：走向全国的“金字招牌”

拿什么去支撑“青海牦牛”品牌建设？靠什么让“青海牦牛”品牌叫响全
国？毋庸置疑，“品牌是信誉的凝结”，农产品一定要创出优质品牌、培育高端
品牌，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价格溢价、效益创收目的。2019年12月7日，“青海
牦牛”公用品牌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青海向全国宣传推介青海牦牛品牌。

“野生野长、营养美味，青海牦牛——天地精华、高原野味。”这是央视播放
的“青海牦牛”品牌形象广告中的一句广告词，配上唯美的画面，鲜美的牦牛肉
让人垂涎。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膳食结构
发生显著变化，人们对有机绿色健康食品需求越来越大。通过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生产更多的特色优质农畜产品，必将有效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近年来，青海加快推进牦牛标准体系的制定步伐，让“绿色、质量、安全、现
代”成为标准的“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培育有力，追溯体系建设扩面，42415个
养殖户、合作社和牧场的300余万头（只）牦牛藏羊实现可追溯。推行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制度，开具合格证74万余张，带证上市农产品32.6万吨。立项行业标
准5项，制定地方标准55项、复审地方标准630项。有机监测认证草场7300余
万亩、牛羊 445万头只，有机肉品 7.5万吨，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
地。目前，黄南州已实现全域草原有机认证。

牦牛品牌建设离不了产品质量监管，为保证牦牛肉的安全生产和品质保
障，青海正在加快建立牦牛产品追溯系统，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
信息技术，按照统一追溯模式、统一追溯标识、统一业务流程、统一编码规则、
统一信息采集的要求，通过原产地的全程质量控制和便捷的信息采集，实现产
销可对接、信息可查询、源头可追溯、生产消费互信互认。2020年，牦牛产品可
追溯系统将扩大到青海6州牧区20个县、380个合作社（规模养殖场）和20个加
工企业，实现全省牧区县域全覆盖。今后，青海将牦牛藏羊追溯体系建设的基
础上，扩大到 8个市州 39个县（市、区）的乡镇农牧业技术服务部门、牛羊养殖
合作社（规模养殖场）、牛羊屠宰加工企业实施，实现青海省县域内牛羊养殖环
节的全覆盖。

此外，青海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持续实施品牌提升行动，继续扶持壮
大龙头企业，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制定绿色有机牦牛产业
标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繁殖育种、饲养管理、产品加工及商品流动标准化管
理，因地制宜建立适合不同区域、养殖模式的标准化示范区。全面推行产品达标
合格认证制度，实行“青字号”品牌准入退出机制。开展牦牛品牌高端策划，鼓励
地区、企业打造自主品牌，在国内大中城市建设青海牦牛产品体验店，擦亮青海
牦牛“金字”招牌。积极培育牦牛文化，提高牦牛产品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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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种畜基地牦牛种畜基地。。

青山脚下青山脚下，，牧民正在放牧牧民正在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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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在草原上悠然吃草牦牛在草原上悠然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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