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扭住创新“牛鼻子”
以科技创新打造产业创新生态圈

荣昌，有一种被称作“熊猫猪”的地方猪种——荣昌猪，因其独特的外貌，又被称为“不吃竹子的大熊猫”。
近年来，荣昌区通过做好一头“熊猫猪”文章，带动畜牧业从养殖到加工、从饲料到兽药、从智能化到大数据、从科技创新到成果应用的全产

业链。
4月25—26日，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荣昌区联合主办的抗微生物药物减量化路径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将在荣昌举行。

来自美国、巴西、英国等35个国家的外国专家学者以及国内的专家、教授及科研院所负责人等200余人将共话“减抗”问题，凝聚世界共识。
事实上，成为国际畜牧行业的焦点，荣昌有自信和底气——
在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工作者利用创新保种育种新技术，正在攻克优质高效华系猪新品种难题；
在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利用大数据技术、AI智能人工信息技术，可对当日的猪肉价格、行情走势等进行分析研判；
在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24小时连轴转，加紧生产羊包虫病疫苗；
……
从中小养殖场到兽药企业，从生产车间到研发实验室，从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到荣昌猪种业芯片的保护，荣昌处处涌动着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澎湃热潮。
荣昌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做好一头“熊猫猪”文章，带动畜牧业形成从养殖到加工、从饲料到兽药、

从智能化到大数据、从科技研发到成果应用的全产业链，在保障荣昌猪种业安全、确保市民“肉盘子”安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走出了一条向
“新”而行，以“质”致远，推动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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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2023荣昌畜牧发展成就

●荣昌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00亿元以上，区

域公共品牌价值达到50.98亿元。

●重庆（荣昌）国家级生猪交易市场交易额突破

1200亿元，实现“买全国、卖全国”目标。

●建有国家重点区域级畜禽基因库和国家、市、区

级荣昌猪保种场、保护区各1个，保存荣昌基础母

猪2.2万头、种公猪192头、血缘29个。

●建有屠宰加工企业9家、饲料加工企业42家、

兽药加工企业16家、农牧智能装备生产企业5
家，拥有以澳龙生物、布尔药业等为代表的畜牧类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

●荣昌猪产业集群初步形成集种养循环、废弃物综

合利用等绿色发展模式，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达

90%。

●制定发布荣昌猪10个地方标准、9个企业标

准，注册荣昌猪相关23个类别435件普通商标。

走进国家级生猪交易市场。与传统交易市场
不同，该市场是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的中国生猪活体网市，“卖猪却不见猪”。

在巨大的电子交易屏上，实时显示着全国生
猪价格指数和交易情况。“在这个平台上，买方和
卖方都可以发布需求，平台会向双方收取保证金，
在买方收货后再将货款付给卖方，确保交易安全，
解决了生猪养殖大户的销路问题和采购大户的规
模化采购问题，有力推动了生猪产业稳健可持续
发展。”国家级生猪交易市场相关负责人说。

在荣昌，越来越多类似的“科幻场景”成为现实，
生动诠释着科技创新的无限可能和无穷魅力。

“今天，科技创新渗透于生产力诸多要素中，
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抓创新
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谁在科技创新
上占领制高点，谁就能牢牢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主动权。”荣昌区相关负责人说。

跃迁之道，要在创新。安杰利（重庆）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针对当前我国饲料资源短缺、畜产品
质量低、养殖环境污染重等问题，成功创制出生猪
领域唯一国家批准使用的免疫调节肽新饲料添加
剂，有效解决了饲用抗生素替代问题，为生产优质
绿色畜产品保驾护航。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加强科技创新，必
须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上下真功苦功，充分

利用科技创新打造产业创新生态圈，不断增强高
质量发展的科技硬实力。

近年来，荣昌区围绕推进国家畜牧科技城建
设，做好“荣昌猪”这篇大文章，先后摘得国家级生
猪交易市场、全国首个农牧特色国家高新区、国家
级生猪大数据中心、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等国
家级平台，推动生猪养殖朝绿色化、集约化、智能
化、数字化方向发展。

如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整合中国农业大
学、江西农业大学等全国20余家优势科研单位力
量，构建了“总部+分中心+协同创新研究院+示范
站”的国内协同创新格局，还布局建设海外研发机
构，动员整合全国乃至全球生猪领域创新力量，实
现“1+1>2”。

又如，为整合资源加快构建生猪产业发展生
态圈，2019年，该区建设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
通过生猪产业数据化、数据产业化，重点围绕养殖
示范、数字监管、交易拓展、数字金融、智慧消费、
数据咨询等方面形成应用场景，建设生猪产业大
脑和大语言模型PigGPT，着力构建“1+7+30+
N”的全国区域（产业）数据中心格局，强化数据收
集、应用及合作，推动立足川渝、辐射全国的生猪
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目前在落地四川内江及自贡
等5个区域中心的基础上，已在川渝两地共享“猪
E养”“猪E管”“猪E防”“猪E贷”等数字应用产
品20余个，服务生猪养殖规模达到400万余头。

优化营商环境
为打造畜牧全产业链提供人才支撑

“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创
新驱动本质是人才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
到底要靠人才，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荣
昌区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做好人才的培育和引进？荣昌给出的答

案是着眼于企业需求，针对科技创新的新发展趋势，
出台支持科技企业人才培育引进、创新平台建设、科
技成果转化以及创新创业活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具体而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该区不拘一格用人才，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
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
产要素活力。同时充分尊重和体现知识、技术、人
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
围，激发出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此外，当地
将人才评价权下放企业，让市场亟需、企业认可的
高端人才更有获得感，并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平台，培养高素质劳动者队伍……

截至目前，荣昌境内拥有市畜科院和西南大
学荣昌校区科研及教学专业技术人员共1000余
人。其中，国家级人选、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科学家、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等拔尖人才
100余人，创新团队17个，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1个，建成农业农村部养猪科学重点实验室等15
个科技创新研发平台，是国内畜牧科技人才最为
密集的地区之一。

“同时，我们围绕叫响擦亮‘123456’的营商环
境，积极营造尊重企业家、尊重科学家、尊重科技工
作者的浓厚氛围。”荣昌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

1即“一家人”，来了就是一家人；2即“两手
抓”，一手抓招商引资、一手抓企业服务；3即“三
个尊重”，尊重企业家、尊重投资者、尊重纳税人；4
即“四到”，随叫随到、不叫不到、说到做到、服务周
到；5即“五商”，尊商、重商、亲商、爱商、诚商；6即

“六不要”，不要把自己当官、不要对企业说“不”、
不要当“二传手”、不要事不关己、不要“本本主
义”、不要夹杂个人私利。

比如，前不久，该区农业农村委通过向银行申
请“融易贷”，先后帮助重庆市荣昌区伊普吕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贷款100万元、重庆市荣昌区精豆
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贷款300万元，解决了企业生
产流动资金困难；该区农业农村委通过对美邦农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线原址改扩建工程进行指
导，成功帮助企业解决GMP生产线原址改扩建达
标问题。目前，GMP达标建设已顺利通过专家组
验收。

打通“任督二脉”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赋能产业发展

创新成果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样品，更应是“生
产线”上的产品、大市场里的商品。加强科技创新，
必须打通创新与应用的“任督二脉”，让更多科研成
果从“书架”走上“货架”、从论文转化为产品和服务，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活血脉、壮筋骨、强底气，不断从

“高原”迈向“高峰”。
奶粉是婴幼儿普遍选择的营养食品，但家长们

在选择时大都会犯难，不知道哪种奶粉宝宝吃了更
有利于其生长发育，而有了“无菌猪”，这样的难题就
迎刃而解。科研人员将婴幼儿的肠道菌群植入到

“无菌猪”体内，通过观察分析“无菌猪”饲喂奶粉后
的生长发育情况，就能对婴幼儿奶粉质量体系进行
评价。

市畜科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加大科研成果
的转化应用，我市已打破国外“无菌猪”技术垄断，这
套技术已先后在医学、生物学、畜牧、食品、环境等诸
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同样尝到科技成果转化运用甜头的还有澳龙生
物。包虫病俗称“虫癌”，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全
球十种经济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也是最具致命性的
人畜共患疾病之一。“牛羊得了包虫病最直观的反应就
是体型变瘦、怀孕率降低，严重的可导致其死亡；要是人
感染了，除了头晕、肚子大外，还会渐渐丧失劳动力。”

2015年，澳龙生物通过多年的反复攻关，彻底攻
克疫苗规模化生产问题，大批量生产出高品质的羊
包虫病基因工程亚疫苗，大大降低了我国七大牧区
羊感染包虫病的几率。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研制生
产出布氏菌病活疫苗、猪瘟活疫苗、伪狂犬病活疫
苗、猪乙脑活疫苗、山羊痘活疫苗等20余种产品，疫
苗年生产能力可达15亿头份。

“没有成果的转移转化，科技创新就是纸上的花
朵。”荣昌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推动技术成果转移
转化，助力企业创新发展，去年10月，该区启动规划
国家畜牧产业技术交易市场，积极打造全国领先的
畜牧产业技术服务平台和全国统一的畜牧产业技术
要素市场化配置与交易平台，先后实现饲料专利技
术、粪污资源化利用、液态饲喂技术、动物营养饲料
添加剂等12项创新技术就地转化。

此外，重庆金迈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与18
家企业合作，开展抗体药物项目，合同金额达5000
万元；三杰众鑫公司转化6项研发成果，交易额近
1000万元；西南大学荣昌校区转移转化项目66项，
成果转移转化合同金额约5385.85万元，有效促进了
学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为助力地方经济社
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第十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开幕式现场

罗晶 王琳琳 林苒 图片由荣昌区委宣传部提供

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

2023年川渝畜牧劳动和技能大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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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