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刘一明 雷少斐

8月9日，以“凝聚创新合力，携手种业振
兴”为主题的第二届畜禽种业科技创新峰会在
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峰会专题研讨了我国畜
禽种业发展现状、畜禽育种前沿技术，交流研
讨了促进畜禽种业良性发展的措施和自主育
种的突围之路，与会专家认为要用实际行动打
好畜禽种业翻身仗，把民族种业搞上去。会议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国家
畜牧科技创新联盟和国家鸽业科技创新联盟
主办，以期搭建“政、产、学、研”一体化的畜禽
种业协同创新平台，凝聚创新合力，共同谱写
畜禽种业振兴的新篇章。会上还举行了国家
畜禽种业企业阵型发布会和华西牛肉牛新品
种新闻发布会。

畜禽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
业，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如今
畜禽种业振兴的号角已然吹响，国家畜牧科
技创新联盟和国家鸽业科技创新联盟在各
联盟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围绕畜禽种业
科技创新开展协同攻关，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党委书记张明富介绍，在科技创新方面，成
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白羽肉鸡研究中心，联
合联盟 5 家单位成立白羽肉鸡种业创新联
合体，成功培育了我国白羽肉鸡新品种“广
明2号”。在大动物联合育种方面，联合联盟
43家单位，成功培育了肉牛新品种“华西牛”，

大大降低了肉牛主导品种核心种源的对外依
存度。联合育成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肉鸽新品种——“天翔1号”肉鸽。

在机制创新方面，联盟持续探索育种实体
化管理模式创新。成立北京联育肉牛科技有
限公司，通过实体化运营的方式推进肉牛联合
育种工作，制订了严格的准入退出机制、资源
共享机制和联合工作机制，首次实现在联盟框
架下解决我国大动物联合育种难的问题。在
知识传播方面，创建了联盟公众号，配合农业
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刊载了生猪、肉鸡等系列科
普文章，从科研和科普两个维度阐述我国畜禽
种业发展的历史，回答了我国畜禽种业“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作为畜牧科研国家队，将继续抓实国家畜牧
科技创新联盟和国家鸽业科技创新联盟各项
工作，坚决有力实施好种业振兴行动，为实现
畜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张明富表示，一是强化畜禽
新品种推广应用。聚合联盟中的龙头企业和
优势单位，开展以风味物质为育种目标的特
色新品种培育；加大新品种的示范推广，提升
白羽肉鸡、华西牛新品种的市场竞争力，抢占
国际市场。二是强化联盟的共享共建机制。
以联盟为抓手，在种质资源收集方面整合联
盟资源，实现资源和数据的高效利用；推进构
建联盟大型仪器资源和基地平台的共享机
制，提高利用效率；定期召开联盟研讨会，围
绕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第二届畜禽种业科技创新峰会在昆明举办

近年来，贵州省从江县大力发展养殖业，推动养殖业向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发
展，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目前，从江县谷坪乡平友村农场牛存栏
量达500头，预计年收益达1500万元。图为村民在从江县谷坪乡平友村生态牛养殖基
地喂牛。 石宏辉 石雅洁 摄

贵州从江
生态养牛助力乡村振兴

□□ 张娜 王旭辉

为充分利用“山丹羊肉”的地域优
势，做强做大羊肉品牌，甘肃省山丹县组
织实施了总投资7.53亿元的现代化肉羊
融合发展产业园，打造集“良种繁育+肉
羊育肥+屠宰加工+市场销售”为一体的
产业园区。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出栏育
成种母羊9万只、育肥羊30万只。

“核心种羊区基本上建成了，有一部
分羊舍已经投入生产了。”山丹怡泉农牧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得喜说。

走进山丹县肉羊融合发展产业园，
一排排高标准的羊舍整齐排列，羊儿们
住上了“小别墅”，羊舍内道路、电力、供
水、卫生防疫、废弃物处理等综合配套设

施一应俱全。吴得喜告诉笔者，目前已
投入使用的羊舍在整体设计规划时采用
了国内的先进技术和设施设备，自动化
程度比较高，羊的饲喂、清粪和消毒等工
作都是机械化来操作，既省了人工，又提
升了养殖效益。

近年来，山丹县以打造现代肉羊融
合发展产业园和马文化产业园为牵引，
坚持扩群增量与提质增效并重，实施高
效畜牧养殖场、羊产业冷链仓储等项目，
做靓“山丹羊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目
前，全县牛、羊饲养量分别达到 4.03 万
头、158.84万只；全县畜牧业总产值达到
12.89 亿元，畜牧业增加值达到 3.99 亿
元，畜牧业成为全县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和增加群众收入的主导产业。

甘肃山丹县
羊产业奏响乡村“振兴曲”

□□ 王伟

今年以来，吉林省长春市紧紧围绕
“全年肉牛发展 145 万头，力争突破 150
万头”目标任务，坚持全产业谋划、全链
条发展和全要素保障，上半年，全市肉牛
发展达到 110 万头，同比增长 27.5%，肉
牛存栏80万头，同比增长27.4%，出栏30
万头，同比增长 27.7%，肉牛产业发展取
得阶段性进展。

养殖规模持续扩大。长春市推行
良种化选育、标准化养殖和规模化布
局，肉牛产业研发创新中心即将在省农
科院组建，成恩牧业国家级核心育种场
创建项目通过省、市评审，启动标准化
养殖场标准编制工作，4 个肉牛特色小
镇、20个养殖强镇、300个养殖大村启动
建设。坚持外引内培相结合，推广性控
繁殖技术，省外引进基础母牛 4500 头，
存栏达到 52万头。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重点推动 68
个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肉牛养殖、屠宰
加工和三产融合项目加快建设，计划总
投资 129 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 50 亿

元。已开工项目 55个，累计完成投资 15
亿元。

市场体系日益完善。长春肉牛大
数据平台启动建设，农安肉牛交易市场
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引进京东等知名企
业，线上线下优势互补的市场营销体系
逐步形成。皓月通过第一批“吉致吉
品”认证，主题“牛街”建设、“吉牛”餐食
品牌打造工作进展顺利，品牌建设取得
新进展。

要素配套逐步到位。粪污资源化利
用试点有序推进，开展畜禽粪污集中治
理专项行动，累计清运还田腐熟发酵的
粪肥 760 万吨；肉牛产业利用银行贷款
达到18亿元，审批通过专项债项目3个，
获得专项债券资金33.08亿元，到位债券
资金14.93亿元；拟定科技创新联盟和育
种、加工两个协作体组建方案，科技指导
服务探索出新模式；省级“牛十条”政策
中域外引牛及冻精补贴等项目完成申
报，市本级 21条政策兑现准备工作已经
完成，修订政策形成征求意见稿，榆树、
公主岭、农安等地扶持政策陆续出台，政
策保障力度日益增强。

吉林长春市
肉牛全产业链向纵深推进

□□ 李志宏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给养殖业带来诸
多不稳定因素，重大疫病防控压力陡增，
高温致死风险加大。为此，江苏省盐城
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大指导帮扶力度，帮
助养殖场（户）安全度过高温天气。

在盐城市射阳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一场，虽然室外酷暑难耐，但监控视频中
圈舍里的生猪却在惬意地进食。“巡检机
器人集成了可见光摄像头、3D 摄像头、
红外热像仪、拾音器、气体检测仪等各类
传感器，实时传送着温度、湿度、风机转
速、异常声音等指标。”该养殖场负责人
秦英介绍，“圈舍全部采用新风系统，外
部空气通过可调节湿帘实现自动控温，
再经过空气过滤系统进入每个圈舍单
元，实现圈舍内部空气温度和湿度基本
恒定，保持清新。”

据盐城市农业农村局畜牧业处负责
人介绍，通过使用环境自动控制系统，可
以适时调节圈舍温度，能够做到冬暖夏
凉，还能减少疫病通过空气进入圈舍的
风险。通过前期的广泛宣传普及，全市
规模猪场配套环境自动控制系统占比达
34.6%，其他规模场圈舍也普遍使用湿帘
等降温设备，有效降低圈舍内部温度，保

证猪群安全过暑。
高温酷暑，畜禽易出现厌食现象。

“在饲料中适当提高麸皮等粗纤维含量，
多添加点维生素 C 等，可以提高抗热应
激能力，增大采食量。同时尽可能使用
新鲜原料，改善饲料适口性，增加采食
量。”滨海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颜
利伟介绍，“此外，我们还适量使用中药
制剂，增加咸和辣等诱食性较强的刺激，
保证正常采食量，满足营养需要。”

为了保证饲料新鲜，不受高温天气
影响，饲料企业普遍采取夜间生产，减少
单日产量，增加生产批次，加快饲料流
转，满足畜禽每天都能吃到新鲜饲料。

高温季节，养殖场内部细菌繁殖加
速，易引起重大动物疫病发生。为此，盐
城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开展多轮次的

“三灭四消”全市集中行动，围绕灭蚊、灭
蝇、灭鼠、日常消毒、重点时段消毒、突击
消毒和应急消毒，重点加强对畜禽养殖、
运输、屠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重点
环节杀灭蚊虫和清洗消毒。盐城市畜牧
兽医站负责人介绍：“上周集中组织开展

‘三灭四消’活动，实现全市覆盖、统一行
动、不留死角，有助于切断夏季动物疫病
传播途径，为畜禽生产安全、群众健康提
供有力保障。”

江苏盐城市
多措施助力养殖业度过高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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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达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日前，一处位于山东省潍坊昌邑市北孟镇朱家庄子村的高标准
养殖场，迎来了首批“主人”——200 头怀着小牛犊的安格斯肉牛。

“咱还是头回见这种牛，通体乌黑，体型健壮，一看就是高档货。”村
民社员宋启田笑言。

看着在场内撒欢的肉牛，养殖场的主人、昌邑富荣养殖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吴跃富言语振奋：“从今年3月份与胜伟集团对接，到争
取农担和银行支持，再到场圈建设，直到今天的肉牛进场。一路走
来，深切感受到这个产业政策太好了，这个事儿干对了。”

产业政策好在哪里？好在潍坊市构建的“碱地和牛”联农带农
机制：肉牛龙头企业胜伟集团将带犊母牛交给农户饲养，山东省农
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公司为养殖户的贷款提供担保增信和财政贴
息，胜伟集团为每头母牛购买定制化保险，提供防疫、技术、回收等
保姆式服务，小牛犊每头1.2万元回收，农户纯利润约6000元，母牛
生产3胎后再原价回收母牛。

潍坊市为何制定这样的肉牛产业发展政策？市农业农村局党
组成员、市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孟凡东介绍，潍坊2018年被确定为
国家唯一的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潍坊港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可
以进口活牛的港口之一，周边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土地和牧草资源
丰富。于是，潍坊市决定加快引进国外优质肉牛母牛种群，改良本
地黄牛种群，发展食草节粮型高档肉牛产业。

看到好政策，北孟镇率先“吃螃蟹”。“今明两年选择10个村庄，
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平台，充分利用农担和金融政策，发展肉
牛标准化养殖，力争每个村养殖规模达到1000头，全镇养殖量在万
头以上。”北孟镇党委书记黄瑞东说。

作为潍坊高档肉牛产业链“链主”企业，胜伟集团一方面着
力打通“政企银担”协同机制，支持农户“养得起”“养得好”，另
一方面着力在产业链条两端做文章。集团董事长王胜坦言：

“前端在南美建设育种基地，筛选引进世界顶级安格斯肉牛品
种并进行本土化育种，依托生物育种扩繁技术体系，生产适应
中国盐碱地特点的安格斯黑牛产品——‘碱地和牛’。后端发
力种养循环、肉牛深加工和品牌营销等方面，叫响‘碱地和牛’
高档肉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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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东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不要小瞧这 200 多头野猪，过几个
月就可以卖出100多万元啦。”近日，新疆
吉木萨尔县老台乡杨庄村村民尚玉宝开
心地告诉记者。

尚玉宝是远近闻名的野猪养殖大
户，他家的野猪肉销往全国各地。这些
年，尚玉宝不仅自己靠双手致富，还带动
周边乡亲一起增收。

提起野猪，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深山
老林中凶猛的野兽。近日，在吉木萨尔
县老台乡牧兴养殖专业合作社，记者看
到，圈养的野猪性情依旧刚猛，一旦有人
靠近，就会发出警告声，野性十足。成年
的野猪毛色呈深褐色或灰黑色，体格健

壮，四肢粗短，不仅与家猪外貌不同，成
长速度也远比家猪慢得多。但是，野猪
的市场价值又比家猪高出许多。

尚玉宝养的野猪以青草为主食，瘦
肉率高达 85%，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批发
每公斤 80 元左右，供不应求。主要销往
省会乌鲁木齐市和北京、上海等地。

1985 年，尚玉宝携家带口从山东省
来到吉木萨尔县老台乡杨庄村谋生。初
到新疆，成天在土地里打拼，戈壁的荒
凉给尚玉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9
年，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把村子周围的
戈壁滩变绿。“看到荒凉的戈壁没有一
点生机，我就想把家园建设得美一点。”
尚玉宝说。

于是从 1999 年至今，尚玉宝一直坚
持植树造林，共在戈壁荒滩上打造了500

多亩绿色生态长廊。“有了这一片林子，
我就想再搞点林下养殖。”尚玉宝说。在
林子里，他养过鸡、鸭、鹅、兔，但传统养
殖不但辛苦，效益也不是太好，他就想着
养一点有特色的。

2009 年，尚玉宝回山东老家探亲时
发现不少人从事野猪养殖，市场依旧供
不应求。于是，在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
后，尚玉宝从山东引进了两公两母4头人
工繁殖的二代野猪搞起养殖。

虽然是二代野猪，依旧野性十足。
尚玉宝养殖一开始就吃了经验不足的
亏。“种猪下了第一窝崽儿后，小猪仔放
养在树林里。”尚玉宝回忆说，“别看这些
猪崽小，可能折腾了。经常有小猪仔从
简易的围栏‘越狱’出逃，在戈壁滩上找
上半天是常事。”

野猪慢慢长大，好斗的天性暴露无
遗。“刚开始养殖没有经验，圈舍的养殖
密度过大，野猪经常为争抢食物和水打
架。”尚玉宝说，“有时候甚至打得遍体鳞
伤，造成伤口感染死亡。”意识到养殖密
度过大，尚玉宝重新修建了高标准猪舍、
野猪放养区，逐步扩大养殖规模。2016
尚玉宝还在吉木萨尔县城开了一家主打
野猪肉的餐厅，生意火爆。

“现在年出栏200头左右野猪没问题，
除了野猪，还有驴，每年也可以出栏200头
左右。”尚玉宝自豪地说。2013年，尚玉宝
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吸纳100多个社员
入股，年产值能达到300万元左右。

一路走来，有苦有甜，但甜大于苦。
尚玉宝说：“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
活，再苦也值得！”

尚玉宝：养殖“二代野猪”发了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丽 文/图

在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金田农业
园区，内蒙古奥远君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蚯蚓养殖基地占地 70 亩。15 栋白色
大棚整齐列队，遮阳网下 60 垄蚯蚓养殖
床一条条排开。旁边是肥料发酵棚和有
机肥加工储备棚，大棚旁边种着各种蔬
菜，因为施用蚯蚓粪有机肥，长得油绿
油绿。

7 月末，炎炎烈日下，养殖场里没有
臭气，只有热烘烘的发酵味道。

公司负责人李东往蚯蚓养殖床表层
一抓，数十条蚯蚓露了出来，它们通体深
红，吸管粗的，牙签细的，还有几粒小米
样淡黄色的蚯蚓卵。“我养的这种蚯蚓是
大平2号，目前各地普遍养殖。这神奇的
小东西浑身都是宝，可以做药、做饲料、
做肥料，你们女士用的化妆品，也是从这
里提取的营养素呢。”李东说。

李东养蚯蚓在乌海是首家，在全自
治区也是排得上号的。说起这其中的酸
甜苦辣，李东滔滔不绝。

他原本做机械生意，2016年，在去山
东谈生意时偶然发现一个蚯蚓养殖基
地，深入了解后发现，蚯蚓养殖效益好、
风险低、市场需求量大，而且属于绿色生
态产业，符合未来发展方向，于是，他萌
生了搞蚯蚓养殖的想法。

“隔行如隔山”，李东开始往山东、河
南、江西、广东、湖北等蚯蚓养得好的地
方跑。每到一地，在养殖基地一住就是
半个多月。看新场地放蚓床、投苗，看旧
场地管理、上料、出货，仔细观察，勤问勤
记。取经路走了9个多月，李东觉得学得
差不多了，可以开干了。2017年，他投了
5 万元买种、租地，在巴彦淖尔市开始养
蚯蚓。

养起来才发现，养蚯蚓并没有那么
简单。蚯蚓喜欢阴暗潮湿，不能见强光
又不能不见光；蚓床温度、湿度、高度都
要合适；土壤、水质不能酸也不能碱；投
料次数、多少、早晚都有讲究；该出蚯蚓

就得出，而且三代不能同在一个蚓床；冬
天要封床把水分、原料保存好……每个
细节都马虎不得。没别的办法，只能继
续学习。

“看是一回事，干又是另一回事。之
前只是了解个皮毛，一动手操作才发现
差得远呢，哪儿觉得不对就和行家视频，
10 分钟 500 块钱，学费又花进去 9 万多
元。”李东说。

日复一日地观察总结实操，功夫不负
有心人，到了2020年底，李东终于摸清了
养蚯蚓的门道。“蚯蚓聚团，繁殖能力强，
投放种苗后，科学管理下，蚯蚓会自己繁
殖，35-40天就可以出蚯蚓。一斤种放下
去，能出一斤活蚯蚓，算是及格；出2斤以
上，算技术过关。我现在一米蚓床可以出
5-7 斤蚯蚓，每亩大概年产蚯蚓 2500 公
斤，品质、密度在全区都是靠前的。”

蚯蚓养好之后，李东又开始跑销
路。此时，他在乌海租了 2 个基地养蚯
蚓，正式成立公司，投入市场运营。

蚯蚓干做药材要求高，他带着样品
和检测化验报告拜访全国各地的药厂，

不知跑了多少家，好不容易一家陕西药
厂表示只要符合标准，可以要货。但出
师不利，第一批3吨货和当初的样品有差
异，含水量高了，李东二话没说交了 7 万
多元赔偿金，还说能用多少用多少，用不
了的可以自行处理不要一分钱。药厂被
他的诚信打动，又给了他一次机会。这
次李东抓住了，带着货和检测报告来到
西安住了 10 多天，药厂的检测报告出来
了。李东说：“得知检测合格后心里非常
高兴，虽然货没有多少钱，但终于和药厂
达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每走一批货，李东都要弄清楚用途是
啥，因为要提供相应品级质量的产品。“销
出去的货用得好坏和我有关，我出货就要
保证质量，这两年赢得客户就是因为诚
信。如果出了货收了钱后面的事就不管
了，我早就做不下去了。”李东说。

除了蚯蚓本身，蚓床清空后变成纯蚯
蚓粪，是非常好的有机肥。但这是个新鲜
事物，加上见效周期长，价格也不便宜，种
植户们都抱着怀疑态度。于是，他送了40
吨有机肥给周边的农户免费用，慢慢地效

果出来了，农户认可了，口碑和回头客终
于也有了。目前，周边一些番茄、草莓、火
龙果种植户用上了蚯蚓粪肥。

“同样的品种、同样的土地，用蚯蚓
粪肥种出来的草莓成活率高、果型饱满、
色泽鲜艳、甜度更高，提早一个多月就上
市了，能卖到90元一斤，虽然成本高但用
起来不亏，下年的早就预订上了。”乌兰
淖尔镇鸿源采摘园负责人尤刚介绍。

大白菜种植基地的梁大姐也是个敢
吃“螃蟹”的人，她用蚯蚓粪肥种出的西
红柿吃起来又沙又甜，价格卖到了 10 块
钱一斤。买的人都说吃到了老味道。

李东说，经过努力开拓，目前几个销
售渠道都挺顺当。黄河穿城而过，有不
少垂钓爱好者，活体蚯蚓主要用作钓饵
和海鲜饲料，约占到销量的 40%；蚯蚓干
主要做药，占到 20%，冻块蚯蚓主要用于
南方海鲜市场和药厂，占到20%；此外，有
机肥也供不应求。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蚯蚓的经济和
生态价值后加入了养蚯蚓的队伍，几个
志同道合的合伙人也加入公司。除了自
养，公司还和乌兰淖尔国油种植合作
社，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狼山、碱柜合作
社等多个合作社合作，为他们提供种
苗、技术和包销服务。现在，蚯蚓自有
养殖基地已经扩大到了 70 亩，2021 年利
润 50多万元。

“只要有人想养，我都低于市场价
卖给种苗，就是想带动更多人加入，真
心想把这个好产业做大，把市场做大。”
李东说。

目前，公司形成了一条立体生态循
环产业链：以蚯蚓为饲料养殖畜禽，畜禽
粪便发酵后养殖蚯蚓，蚯蚓粪肥种植蔬
菜瓜果，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展望未来，李东信心满满：“下一步
要扩大养殖规模，以‘公司+基地+养殖
户’模式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养殖，不仅
实现农业生态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还要
把城市生活垃圾、生活污泥变废为宝，都
变为有机肥。”

李东：创业养蚯蚓 带富乡里人

李东在查看蚓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