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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生态放养土鸡

坚持标准化、绿色化、信息化

重庆唱响畜牧渔业高质量发展“新牧歌”

畜牧渔业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

重要产业，肉、蛋、

奶、水产品是老百

姓餐桌安全的重

要品种，推进畜牧

渔业发展意义重

大。

近年来，按照

“保供固安全，振

兴畅循环”的“三

农”工作总思路，

重庆把发展畜牧

渔业作为农业产

业发展的重要内

容，深化畜牧渔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构建现代

畜禽、水产品生态

养殖、动物防疫和

加工流通体系，为

全面推进畜牧渔

业标准化、绿色

化、信息化奠定基

础。

如今，在高质

量发展引领下，重

庆正奋力奏响现

代畜牧渔业“新牧

歌”。

生猪交易市场

“粮猪安天下！”保障生猪等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事关“三农”发展进步，
事关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在力克市场
波动、疫病防控、环保压力等不利影响，
2020年全市肉、蛋、奶、水产品产量分
别达到158.1万吨、45.7万吨、3.2万吨、
52.4万吨，实现畜牧渔业产值979.2亿
元，同比增长2.7%，创历史新高。

“畜牧渔业生产能力稳步提升，这
与现代畜牧渔业集群化发展有关。”市
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现代畜牧
渔业必须产业结构好、产品质量优。对
此，我市立足构建现代养殖体系，以生
猪稳产保供和渔业绿色发展为发力点，
加快推进传统畜牧渔业转型升级。

我市率先把转型升级的目标聚焦
到畜牧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上，一批
散养农户和简易养殖场（户）快速退出，
大型养殖企业集团异军突起，并通过

“公司+家庭农场（农户）”等经营模式，
带动中小养殖场、农村散养户共同发
展，极大地提高了我市畜牧生产水平。
2020年，全市畜禽生产规模稳定增长，
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40%，比2015

年提高7个百分点。
同时，家禽养殖稳步实现转型升

级，蛋鸡规模养殖单场存栏从过去100
万只提升到如今的300万只，鸡笼层数
从5层达到8层；特色产业也加速向集
群化发展。荣昌猪成功创建全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和产业集群，大足黑山
羊、武隆板角山羊、城口山地鸡、大宁河
鸡、万州老土鸡等地方品种和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养殖规模逐步壮大，初步形
成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草食牲畜产业
带、荣（昌）大（足）永（川）荣昌猪产业

带、南（川）武（隆）彭（水）优质中蜂产业
带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着力打造以生猪
为重点的现代畜牧产业集群，2020年
12月，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年8月，印
发了《加快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
计划》，增强牛羊肉供给保障能力；如
今，恒都集团梁平区、丰都县4万头肉
牛养殖基地、铜梁区兔管家百万只肉兔
综合示范园区相继建成投产。

在渔业上，我市围绕“稳量、绿色、
提质、增效”，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

“十大行动”、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科
研成果等“十个一批”为主要任务、以渔
业种质提升工程等“十大工程”为抓手，
扎实推行池塘绿色健康养殖，全面开展
养殖尾水治理，着力打造“养殖＋加
工＋餐饮”一体化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长江干支流水域长江渔业资源保护区、
主城都市高效渔业区、渝东北三峡库区
生态渔业区、渝东南山地冷水鱼渔业区
发展格局。

饲养员用手指轻轻地在手机上点
一下，相距千里之外的料仓里的食料通
过管道，就能源源不断自动输送到圈舍
里的料槽，“闻声而动”的猪儿嘟着嘴刚
咽上几口，减少的食物立马会自动完成
定量补给。

在荣昌区天兆养殖场，智能化养猪
早已成为总经理张继生活的日常。因
为实现了智能化，目前喂养着近6000
头猪的养殖场只要11名饲养员。

而走进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大
数据中心，交易大厅寥寥人影，只见前
台交易显示屏上一连串数字不停跳动，
就像证券交易区，每5秒钟会更新一次
交易信息。新疆、云南、四川……通过
屏幕，可清晰地看到全国每个地区养殖
户生猪交易的价格、喂养信息等。据了
解，荣昌区在全国率先探寻“互联网+”
生猪销售模式，旨在打破养殖户“销售
难”瓶颈。目前，注册会员近20万户，
交易范围覆盖全国30个省（区、市），通
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买全国，卖全
国”。

在水产智慧养殖上，我市构建了水
质在线监测、病害远程诊断、环境监控、
质量追溯、线上服务五位一体的重庆市
水产管理服务云平台（包含1个市级大

平台、36个区县分平台、45个示范点和
8个养殖尾水监测点）。目前，通过云
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创新技术运
用，实现将数字办公、渔业统计、水产品

检验检测、渔业管理与服务、养殖生产
管理等相融合。

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赋能，如今，畜
牧渔业从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都变得
智慧高效。

利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
展契机，近年来，国家级重庆（荣昌）生
猪大数据中心加快建设，国家生猪交易
市场累计交易额超1000亿元。全国第
一个现代化AI种猪场、西南地区单体
最大的现代化种猪场、年产5000万羽
辐射西南的现代化蛋种鸡场、国内首家
鱼菜共生AI工厂相继落户重庆。全国
首个集肉牛电商交易、行业大数据、综
合金融服务的综合网络平台——“有牛
网”上线运行，累计交易金额超30亿
元。

目前，以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大
数据中心、重庆市畜牧兽医管理服务
云、重庆市水产养殖管理服务云、重庆
渔政AI预警处置系统等为引领的畜牧
渔业创新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加快建设，
为畜牧渔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能因子。

一头猪值不了多少钱，但是围绕一
头猪能够延伸出多大的产业？以荣昌
猪产业为例，当地形成了畜牧种养循
环、兽药及生物产业、饲料及畜产品精
深加工、畜牧养殖智能设备和畜牧产品

电子商务等农牧产业集群。
澳龙生物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

羊包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是世界卫生
组织认定的全球十大经济负担最重疾
病之一，也是最具致命性的人畜共患疾

病之一。澳龙生物公司批量生产出了
高品质的羊包虫病基因工程亚疫苗，是
现在全球唯一用于治疗人畜共患病的
强制免疫疫苗。目前，基本控制包虫病
的国家仅有冰岛、新西兰等5个岛国，
全球市场空间巨大。

与此同时，我市加大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先后建成全球最大、国内唯一的
无菌猪培育和转化平台，培育出世界首
例人源化抗体转基因猪和国内首个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人源抗体小鼠，培
育出世界首例遗传性耳聋荣昌猪医学
模型。

畜禽、水产种业是战略性、基础性
核心产业，是促进畜牧渔业可持续发
展，保障畜禽、水产品供应安全的根
本。近年来，我市全面实施现代种业创
新工程，围绕打赢种业翻身仗，全力推
进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以及良种繁育体
系建设。开发长江上游胭脂鱼、岩原
鲤、中华沙鳅等名优土著鱼类12个，全
市淡水鱼苗供应87亿尾，建成国家级
原良种场1家、市级水产良种场9家，
保存有岩原鲤、胭脂鱼、厚颌鲂、大口
鲶、鳜鱼等鱼类种质资源（亲本）12种，

全市优质苗种生产供给能力显著提升。
同时，我市构建了“科研院所＋推

广机构＋龙头企业和示范基地”的水产
科创体系，形成重庆市生态渔产业技术
体系、国家大宗淡水鱼体系重庆综合试
验站、重庆市水产科技创新联盟等研发
推广团队。解决了一批制约产业发展
的关键核心问题，创新了一批集成水产
技术成果。其中，主研池塘鱼菜共生、

“一改五化”、稻鱼种养3项技术多次入
选全国农业主推技术，其中鱼菜共生已
成为重庆渔业一张靓丽的名片。

目前，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猪肉、
牛羊肉、禽蛋、鱼肉等畜禽、水产品产业
链条逐步延长，中国（国际）农产品加工
园区正积极申报，建成国家级畜禽遗传
资源保种场2个、保护区1个，市级畜
禽种质资源保护单位22个，累计创建

“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全国精品休
闲渔业主题公园”、“最美渔村”20余
家，连续两年在长寿湖举办国家级垂钓
大赛，打造形成万盛梦乡渔村渔花果、
合川嘉隆西海生态休闲观光园产业，其
中休闲渔业年产值达19.18亿元、占渔
业产值的10.33%。

转型升级 构建现代畜牧渔业产业集群

数字赋能 信息化让畜牧渔业智慧高效

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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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兆养殖场转
悠，几乎闻不到臭味，谜
底在每个养殖区的漏粪
板装置上。“粪便漏下去
后，全部通过地下管网
进入集粪池，经干湿分
离后处理利用。”张继
说，“干的部分经堆肥发
酵，免费提供给农民种
植果园，发展生态水果；
湿的部分经厌氧发酵，
通过管网，直接输送到
周边麻竹林基地当液体
肥料。”

事实上，天兆养殖
场只是我市推动畜牧渔
业绿色化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重庆畜牧渔业
从“看数量”到“重质量”
转变，深化生态环境保
护“放管服”改革，把生
态环保融入产业发展全
程，深入推进畜禽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通过汇编相关政策
法规、技术规范、典型案
例等资料，结合开展重金属、抗生
素、垫料菌种、土地承载力等研究，
因地制宜探索推广适用的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10余种。
近年来，市畜牧总站荣获全国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推广
示范站，青一公司等4个养殖场荣
获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种养结合示范基地，海林公司、
铜梁区分别被征选为全国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种养结合、整县推进
典型案例在全国范围内示范推广，
2020年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80%以上、规模养殖场设施配
套率达到95%以上。

渔业绿色发展方面，重庆以冷
水鱼、水库鱼、稻田鱼等为重点，大
力发展高品质生态鱼，“名优鱼”产
量占到30%。全面开展养殖尾水
治理，强力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
反馈问题整改，集成生态沟渠净水
等7种池塘尾水治理技术，累计实
施池塘“一改五化”63.8万亩，目前
已完成2052家、5825万吨整改任
务。狠抓循环利用，推广稻鱼生态
综合种养32万亩，发展水库生态
鱼50万亩。

此外，我市还将严控畜牧渔业
投入品管理，推广使用绿色饲料、
兽药和生物添加剂，有力地确保畜
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目前，已形
成“潼南小龙虾”“蟹田米”“武隆鳅
田米”“忠县晨帆稻鱼米”等特色品
牌和“大洪湖”“长寿湖”有机鱼、

“渝湖”生态鱼等知名品牌。目前，
畜牧渔业有效期内的无公害农产
品1184个、绿色食品42个、有机
食品20个、地理标志农产品9个，
畜禽、水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99%
以上。

接下来，重庆还将通过打造畜
禽良种示范基地、建设优质饲草料
供应基地和现代畜禽产业集群，全
面构建现代畜禽养殖体系。预计
到2025年，全市猪肉自给率达到
97%左右，牛羊禽肉自给率达到
85%左右，禽蛋基本自给。畜牧渔
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35%左右。畜禽养殖规模化率和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
50%、80%左右。

张亚飞 刘玉珮 龙搏

图片由市农业农村委提供

绿
色
发
展

从
﹃
看
数
量
﹄
到
﹃
重
质
量
﹄
的
蜕
变

水库放牧式生态渔业

池塘鱼菜共生生态种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