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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市全面完成了第三次
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确定21个
畜禽品种为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品种、22家市级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单
位，大足黑山羊名列市级畜禽遗传资
源保护品种目录。市农业农村委将
建立台账，进一步对大足黑山羊
资源进行分析、保护和利用。

从2003年发现大足黑山
羊具有非常优秀的遗传特性
后，大足区依托龙头企业，
坚持从政策引导、校企合
作、智慧建设等方面着
手，探索出“借羊还
羊”、生态养殖等模式，
积极推动保种选育和产
业化发展工作。

经过近 20 年的发
展，大足黑山羊产业的保
护、利用工作及成效如
何？近日，记者走访大足黑
山羊养殖企业和农业相关
部门了解到，经过前期的铺
垫，目前，大足黑山羊正进一
步扩大种群，打造完整的产
业链条，持续提高经济收
益，处于“畜”势腾飞的新
阶段。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王雨诗 见习记者 曾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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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羊芯片”

做优产业链
除了保种选育，怎样做好大足黑山羊产

业发展，也是当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大足黑山羊不仅是优秀的畜禽资源，也

是大足区的特色产业之一。”大足区农业农村
委畜牧科负责人王建国说，在资源保护的同
时，大足区大力发展种羊、商品肉羊，逐步形
成产学研、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发
展格局，努力把大足黑山羊产业建设成为全
区农村经济的一大特色品牌产业。

2021年，大足区黑山羊存栏 17.7万只，
出栏商品肉羊 22.5万只，产值 4亿元以上。
随着产业的发展，大足又制定了新的规划目
标——到 2026年，川渝联合共建年产商品
肉羊 200万只黑山羊产业带，打造成为“中
国南方黑山羊供种高地”和“商品肉羊生产
加工基地”。

校企合作 带动绿色循环经济

南方饲养山羊最大的制约，就是不能四
季均衡供给牧草，为解决这一难题，早在
2011年种羊场建成之前，大足区瑞丰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农业”）便与
西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专家一起，着手研
究“羊—沼—草”循环养殖模式。

何为“羊—沼—草”循环养殖模式？具体
而言，就是先种牧草，用牧草养羊，羊产生的
粪便排泄物，进入沼气池进行氨化；再通过管
道输送到田间地头，把它所产生的废物全部
还田；田土肥沃后，再来种牧草，从而实现养
殖场污染的零排放。

大足区瑞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后黎介绍，羊粪是一种速效、微碱性肥料，
有机质多，肥效快，适于各种土壤施用，其肥料
价值在畜类粪便中首屈一指。用羊粪种出的
草料，肥美多汁，既对羊粪进行了综合利用，同
时又解决了黑山羊食物源缺乏的问题。

与此同时，为了提升羊粪的利用价值和效
益，除了种植牧草，刘后黎还将羊粪用于有机
蔬菜、水果的种植，生产出的蔬菜、水果主要配
送高档社区，其价格较一般的大棚蔬菜更高。

羊粪发酵用来种植蔬菜只是简单的循

环，为了使羊粪得到更高效的利用，把循环农
业做得更充分一些，瑞丰农业还和西南大学
联合开展了羊粪养蚯蚓的试验。

“鲜蚯蚓对跑山鸡、甲鱼来说，都是很好
的饵料，卖价近三十元每斤。蚯蚓粪还可以
用来做高品质的有机肥，特别适合都市阳台
种花，卖价约二元每斤。”刘后黎介绍，羊粪用
来养殖蚯蚓，投入低且操作简单，不但可以实
现对羊粪的转化，还能创造出很高的经济价
值，实现生态农业循环高效发展。

黑山羊生态养殖潜力巨大，除了瑞丰农
业，腾达牧业也正在规划建设一个羊粪有机
肥加工厂，该加工厂投用后，可实现年产生物
有机肥5万吨。

养销结合 打造线下“销售网络”

前些年，山羊市场行情低迷。为了破解
发展困境，瑞丰农业在大足城区开了一家黑
山羊专卖店。新鲜的黑山羊从养殖场宰杀后
直送专卖店，配上瑞丰农场用有机肥生产的
稻米饭、蔬菜、自制的豆瓣酱，吸引不少食客
光顾，旺季月营业额近100万元。

“这样的养销模式既满足了消费者生态
环保的消费需求，同时也带动黑山羊销售，帮
助建立起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运
营模式。”刘后黎说，接下来，他将把专卖店开
到重庆主城等周边城市。然而，黑山羊专卖
店只是自己建立线下销售网络的第一步。

刘后黎解释说，他家的鲜肉产品之前也
尝试过和一些大型商超合作，但中间的差价，
以及缺乏专业化的物流和品控把关环节，使
得产品品质和价格方面不占优势，最终得不
到市场的充分认可。

“餐饮并不是我们专卖店最主要的服务，
我们主要是想建立自己的黑山羊鲜肉产品线
下销售渠道，这样我们能尽最大努力保证羊
肉的品质和价格，让高品质的黑山羊产品得
到消费者的认可。”刘后黎说，在此基础上，实
体店可作为高端农产品线下销售平台，销售
自家种植的绿色有机蔬菜等农产品。

以餐饮实体店为“窗口”，带动黑山羊销

售，并非瑞丰农业独创，腾达牧业也在大足城
区开设运营了一家大足黑山羊餐饮店。

“借助餐饮店的形式，大家能够品尝到大
足黑山羊的美味。只有让大家亲自品尝过，
了解了大足黑山羊的品质后，才能达到更好
的宣传营销效果。”蒋洁府说，下一步，腾达牧
业将借助餐饮店的形式，依托世界文化遗产，
大力发展大足黑山羊“观光牧业+旅游体验+
特产销售+餐饮”。同时，注重文旅结合，打造
大足黑山羊 IP形象、文创产品等，建立以大
足黑山羊传统养殖系统为核心的羊文化展示
中心，提升大足黑山羊的综合经济效益。

精深加工 开发多元化羊肉产品

建设年屠宰量20万只的屠宰生产线，研
发红烧羊肉等熟食产品……近年来，在龙头企
业腾达牧业的带领下，大足黑山羊已跳出传统
单一养殖，向食品加工、餐饮等二三产业延伸。

“这个月，我们马上要上市 10个新的羊
肉系列产品。新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提升
大足黑山羊的经济附加值。”蒋洁府说，此次
推出的熟食产品可以更好地与大足石刻旅游
业结合，作为伴手礼供游客选择。

为延伸大足黑山羊产业链条，早在 2019
年，腾达牧业就注册了“嘿山羊说”等5个商标，
并与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建立合作，于第二
年推出4个羊肉自热产品，受到市场的好评。

蒋洁府表示，下一步，腾达牧业准备在两
个方向发力：一是通过冷链配送，为冷鲜肉产
品上市做准备；二是与西南大学一起攻克羊
肉干加工技术，开发羊肉干即食产品。

“今年，公司拟投资约2000万元，建成大足
黑山羊冷鲜分割、熟食品加工、冷冻保存等功能
的深加工厂，兼具餐饮
连锁的‘中央工厂’。”蒋
洁府说，同时，腾达牧业
还将持续研发各种山羊
加工产品，力争5年开发
产品50余个，申请保健
食品 2 个，年产值达
5000万元以上。

大足黑山羊选育扩繁
需要“数据一盘棋”
尽管大足黑山羊发展规划及实际工

作亮点纷呈，但扩群增效的要素保障还需
进一步完善。其中，大足黑山羊种质资源
的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尤为重要。

《大足黑山羊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2022—2026年）》提出，到
2026年末，大足区新建或扩建大足黑山
羊保种场2个、核心育种场10个、扩繁场
（户）200个，生产种羊40万只，联动川渝
共建年产200万只山羊产业集群，建成中
国南方黑山羊供种高地和商品肉羊加工
基地。

按照这一规划，大足黑山羊选育扩
繁须有足够数量的优质种群作为支撑。
也就是说，大足黑山羊产业要获得快速
发展，不仅要有质还要有量。而优质种
群不是简单的“复制”，需要“选优”，并且
是在区域内优选，以防近亲繁殖造成种
质资源质量下降，以此作为基础，才可能
真正“上量”。

要在区域内优选，单个企业很
难整合种质资源，只能自身慢慢
选种繁育，不仅种群数量小，而
且选种速度慢。要改变这一
现状，其中重要的举措之一
即是在区域内建立种质数
据平台，通过市场化手段
运作，形成选育扩繁“数据
一盘棋”。

从目前企业来看，仅
数据录入，对企业来说就
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更不必
说数据的使用能力，甚至通

过数据形成种质资源的市场
化交互。
对此，建议有关部门通过产业

资金的引导和科技力量的投入，构建
数据平台，更好地开展联合育种，提升大
足黑山羊种群数量和质量。

大足黑山羊饲养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优
良。其中，高产羔率的特性非常突出。据国
家相关数据显示，大足黑山羊产羔率在国内
58个地方山羊品种中排名第二，在全国14个
黑山羊中排名第一。

然而，拥有如此优秀
遗传资源价值的大足黑山
羊，早在2003以前，却面临
种群数量少、利用率低下
等危险的局面——大足黑
山羊仅存 4000余只，由于
特性和价值并未被完全发
现，有部分村民开始引进

其他品种的山羊与大足黑山羊
进行无序杂交。

然而，2003年，一切开始出现转机。
当时，原西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张家骅教授

来足做一个科技项目时，发现了大足黑山羊
的优良特性，随即受到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一场黑山羊品种“保卫战”就此
打响……

政策引导 建起保种扩繁体系

“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保种选育与
产业发展密切相关，是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
措施之一。”大足区农业农村委畜牧科负责人
王建国说。

近年来，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科学
规划、规模发展、整体推进的原则，大足区结
合现代农业园区规划进行布局，将中敖、三
驱、石马、铁山、高升、季家 6个镇设为保种
区，建成核心种羊制种基地，将智凤、宝顶、珠
溪、玉龙、拾万、回龙、金山、龙石、高坪9个镇
街，建设扩繁场（户），构建良种扩繁体系。

与此同时，大足区财政局每年统筹整合
资金1000万元，对有关科技研发、技术推广、
保种繁育、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品牌宣传打
造、加工流通、社会化服务等进行补助，并结
合“三变”改革，纳入财政股权化改革试点。

通过政策的扶持，截至目前，大足区已
建成国家级保种场1个、市级保种场2个、各
级扩繁场（户）700余户，大足黑山羊种羊数
量达到 5.5万只。在此基础上，大足区制定
《大足黑山羊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2022—2026年）》，到 2026年末，大足
区将新建或扩建大足黑山羊保种场 2个、核
心育种场 10个、扩繁场（户）200个，生产种
羊40万只，联动川渝共建年产200万只山羊
产业集群，建成中国南方黑山羊供种高地和
商品肉羊加工基地。

伴随新扩繁目标的提出，充足的饲料保
障尤为重要。为此，大足区因地制宜推广农
闲田种草和草田轮作，提出建设规模化饲草
料生产基地，积极推动可利用农作物秸秆的

饲料化利用；此外，计划培育 1—2家饲料加
工企业，开展青贮玉米、饲用甜高粱等常见饲
草配套的全价日粮或精料补充料配方研发，
确保优质饲草料全年均衡供应。

科技助力 智能化管理优化选育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位于大足区石马镇
的国家大足黑山羊保种场。走进羊场，只见
每只羊耳朵上都有一个黄色的耳标。

“这个黄标是羊儿的‘身份证’，是大足黑
山羊品种保护选育的关键措施之一。”重庆腾
达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牧业”）
执行董事蒋洁府介绍，黄标是一种电子耳标，
记录了每只羊的血缘关系和各生长阶段的指
标数据，配种时只要查阅上面的信息，就可以
判断是否有选育优势，能有效避免近亲繁殖。

凭借智能化的选配管理，如今，保种场种
羊配种分娩率从以前的 60%上升到 91%，存
栏大足黑山羊种羊达到2000只，保种工作效
率稳步提升。

2020年，大足区入选首批国家数字乡村
示范区县，智慧养殖技术随即在大足黑山羊
繁殖中进行推广，国家大足黑山羊保种场顺
势建起了智慧养殖系统，电子耳标只是智慧
养殖的举措之一。在保种场智慧养殖系统后
台，一块可视化大屏上，圈舍的平面布局、存
栏羊只数量、圈舍内的环境情况等信息一目
了然。

蒋洁府说，过去，保种场内没有智能设
备，羊舍温湿度、氨气、粪便清理及山羊状态
全靠人工判断，费时费力又无法做到实时监
测，山羊生病是常有的事。如今，通过视频监
控、电子围栏等智能化监测，大足黑山羊的标

准化养殖水平大大提高，场内羔羊成活率由
当初的 80%上升为 92%。不仅如此，原来保
种场内一人只能管理 200只羊，现在能管理
2000只，大大提高了效率。

“下一步，除了保种选育，我们还将把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现
代技术广泛应用到大足黑山羊全产业链。”王
建国说。

借羊还羊 不断扩大黑山羊种群

农户向公司借来备孕母羊，繁育成功后
还回相同重量的母羊或公羊，剩下的黑山羊
归农户所有，这是大足区鼓励农户发展黑山
羊养殖的一项有力举措。

保种选育，做大黑山羊种群数量是关
键。为此，大足区联农带农，大力发展大足黑
山羊生态养殖，以腾达牧业养殖基地为牵引，
走“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订单农业路
子，开展“借一还一、保底收购”发展模式，通
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构建龙头企业与养殖
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

“经过前期对申请借羊的养殖户的考察，
我们公司根据养殖户的饲养能力来决定借羊
的数量，少的两三只，多的有几十只。通过一
年到一年半时间的饲养繁殖后，养殖户只需
还回相同重量的黑山羊。”蒋洁府说。

“大足黑山羊品种优良，产仔率高，繁殖
速度很快，商品羊品质也好，不愁销路。”石马
镇太平社区的邓俗优在 2020年申请借到 51
只黑山羊，如今，邓俗优的黑山羊存栏量达到
200只，其中种群扩大到了120只。在他的带
动下，当地又有6户村民陆续“借羊养羊”，新
发展黑山羊养殖300余只。

石马镇石门村养殖户唐可云也是借羊农
户之一，2018年他借了 2只羊，后来越养越
多，还靠养黑山羊脱了贫。尝到养殖甜头的
他，打算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今年，我们公司计划借出母羊1000只，
新发展30户养殖户。”蒋洁府说，腾达牧业将
继续做好“统一供种、统一服务、统一回收”，
在助农增收的同时，进一步壮大大足黑山羊
种群，持续做好大足黑山羊保种选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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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丰农业黑山羊养殖基地瑞丰农业黑山羊养殖基地。。
新渝报记者新渝报记者 王雨诗王雨诗 摄摄

““借羊还羊借羊还羊””助农增收助农增收。。
（（本报资料图本报资料图））

一胎四羔羊一胎四羔羊。。 （（腾达牧业供图腾达牧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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