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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殖到加工，从科技研发到成果应用

荣昌 聚合全产业链打造农牧特色科创高地

数读2021荣昌畜牧发展成就

●重庆（荣昌）国家级生猪交易市场交易
额突破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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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7头、种公猪116头、血缘
10个。

●建有屠宰加工企业 5 家、饲料加工企
业42家、兽药加工企业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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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制定发布荣昌猪4个地方标准、6个企
业标准，抢注荣昌猪相关23个类别435件普
通商标。

●新建 2400 头荣昌猪扩繁场、年出栏 3
万头荣昌猪育肥场、4800头荣昌猪稳产保供
基地、500头荣昌猪成渝合作养殖示范场。

●全年生猪存栏44.6万头，能繁母猪存
栏5.2万头，全年生猪出栏68万头，其中年出
栏500头以上生猪标准化猪场110家，规模化
率达到65%。

●家禽出栏783.6万只，肉类总产6.4万
吨，蛋类总产1.2万吨。

数据显示，去年荣昌家禽出栏
783.6万只，肉类总产6.4万吨，蛋类总
产1.2万吨，拥有西南畜牧生产资料最
集中的供应加工企业66家，荣昌畜牧产
业规模达到2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成绩不仅来自于数据——去年荣
昌猪形成了链条比较完整、融合度较
深、科技含量较高、富有特色的产业集
群。荣昌获批全国唯一国家生猪技术
创新中心，全国首批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荣昌
猪全产业链典型县金字摘牌。

成绩的取得与荣昌久久为功做好
“荣昌猪”息息相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荣昌通过做足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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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到成果应用的农牧高新全产业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荣昌踏上了全
力打造国家畜牧科技城，奋楫笃行建设
农牧特色科创高地的新征程。国家畜
牧科技城纳入西部（重庆）科学城“一城
多园”中“多园”的范畴。

河包粉条制作车间

荣昌柑橘远销海外 摄／齐岚森

做大龙头 壮大荣昌猪全产业链集群

干净的圈舍、先进的养殖设备……3月2日，琪
泰荣昌猪远觉育肥场通过验收，正式投入使用，设
计存栏量1.28万头，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出栏优
质荣昌猪3万头。

该育肥场的建成投用，是荣昌区扩大生猪养殖
产能的具体举措之一。

无独有偶，今年2月，琪金集团与智飞生物旗下
的重庆智睿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后者
将助力琪金集团上市并加快布局荣昌猪全产业链，
打造100亿元荣昌猪产业集群。

……
好事连连的背后是荣昌区做大龙头，壮大荣昌

猪全产业链集群的结果。
近年来，荣昌区围绕畜牧科技城建设，做好“荣

昌猪”这篇大文章，先后摘得国家农牧高新区、国家
生猪大数据中心、国家生猪交易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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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荣昌率先
在全国首批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探
索出生物发酵床、高温好氧发酵、“猪—沼—竹”、干湿
分离、集中收储等多种处理模式，实现了畜禽粪污的
变废为宝，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的养殖新模式。

畜禽种业是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保障畜禽产品供应安全的根
本。近年来，荣昌把猪保种作为生猪发展的重点工
作，全面实施现代种业创新工程。

在种质资源保护方面，该区构建“保种场+保护
区+基因库”并重的荣昌猪良繁体系，建设国家级基
因库、冷冻库。同时，依托市畜科院、西南大学科研
技术，以国家级、市级荣昌猪保种场为中心，开展了
系谱登记、种质特性研究与评价、品种选育等，逐步
形成政府主导、科研教育机构技术支撑、企业和社
会力量参与的保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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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享、交易拓展等方面进行攻坚。

比如着力构建“1+7+30+N”的区域（产业）数据
中心格局，强化数据收集、应用及合作，推动生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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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与内江、自贡共享“荣易
养”“荣易贷”等数字应用平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去年3月，科技部正式批复
将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落户荣昌。作为我国农
业领域首个、也是重庆首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该
中心成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重庆)科
学城、国家畜牧科技城建设的重要力量。

此外，今年荣昌还将从争创新基地、畜禽种质
资源保护与开发、产业集群、品牌建设、疫情防控、
畜产品质量监管六方面，全力打造生猪全产业链，
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重整行装 打造农牧特色科创高地

荣昌畜牧历史悠久，拥有农牧特色国家高新区、
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国家

生猪交易市场四大国家级平台。得益于此，去年荣昌
猪品牌价值达36.81亿元，畜牧产业规模超200亿
元。同时，依托国家农牧高新区，在荣昌猪的带动下，
荣昌构建起以畜禽屠宰、精深加工、生物医药、饲料加
工、畜牧机械装备等为基础的农牧高新技术产业格
局，真正做到了因一头猪引领畜牧产业的百花齐放。

通过加大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位于荣昌的市
畜科院成功打破国外“无菌猪”技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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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难题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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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奶粉后的生长
发育情况，就能对婴幼儿奶粉质量体系进行评价。

市畜牧科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无菌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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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让人振奋的是，今年3月，市畜牧科学院传来
消息，由我市自主研发的“国猪灭瘟灵1号”消毒液日前
通过官方授权的第三方机构证实，能有效杀灭非洲猪瘟
病毒。“这是一种基于光触媒反应原理的半导体光催化
杀菌消毒材料，在我国乃至全球畜牧行业中开创了用

‘材料消毒’替代‘药品消毒’先河，目前已开始量产并在
生猪养殖行业推广。”市畜牧业学院相关专家介绍。

“虽然‘荣昌猪’的影响力在不断地向外扩散，
且形成了‘全国畜牧看荣昌’的气势，但要打造高品
质的畜牧产业高地还任重道远。”荣昌区相关负责
人说。为此，在荣昌区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明确提
出了围绕国家畜牧科技城建设，打造全国生猪种业
发展、生猪技术创新、农牧高新产业、畜牧科研人才
四大高地引领的农牧特色科创高地。

简单来讲，国家畜牧科技城建设共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从2021年至2025年成为国家区域性
的畜牧科研教学资源和畜牧产业链高地，力争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中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第二阶段从2026年至2035年成
为全国畜牧科技创新示范区、全国畜牧业现代化示
范区，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能引领畜牧业参
与国际竞争的国家畜牧科技城。

未来5年具体怎么打造？该负责人称，将重点围
绕国家畜牧科技城核心区建设、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
心建设、生猪大数据中心建设等三方面加以推进。

以国家畜牧科技城核心区建设为例。按照荣
昌区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荣昌将启动九峰山农牧
示范片区和双河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重点建
设集科技创新、人才实训、大型会展等于一体的科
技创新中心；着力打造以畜牧科研、动物实验、中试
转化、土地修复、种养循环及土地流转等为主的九
峰山农牧示范片区；建设以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畜
禽屠宰等为主的西部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园。

聚焦重点 建设“1+2”特色农业带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根本。荣昌在做好一头
猪的同时也明确提出，要聚焦产业重点，建设“1+2”
特色产业带。

“1+2”即构建以生猪为主导，粉条、柑橘为特色
的“1+2”现代高效优势产业体系。“规划并不是空穴
来风。”荣昌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荣昌猪”品牌价值

达36.81亿元，2021年粉条加工产值10余亿元，“荣
昌血橙”远销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和泰国等多个
国家，为打造现代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奠定了基础。

荣昌具体将构建“一核两区”的空间发展格局。
“一核”即建设国家畜牧科技城核心区；“两区”即打造
北部循环农业示范区、建设中部绿色农业示范区。

建设国家畜牧科技城核心区上，荣昌将以双河、
昌州、广顺街道为重点，以国家现代农业（畜禽种业）
产业园、西部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等园区建设为试
点示范，发展以生猪为主导的畜牧全产业链。

同时，将加快国家区域性生猪种业创新基地建
设，力争以荣昌猪为代表的华系种猪性能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从而辐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猪产业
发展；同步以昌州、双河、清升、广顺、直升等镇街为
重点，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优化产业
结构，拓展畜禽种业，辐射带动仁义、吴家、清流、远
觉、河包等镇街畜禽产业发展等。

“通过打造‘1+2’特色农业带，力争‘荣昌猪’年
产能达到360万头、品牌价值达100亿元。同时，形
成‘北有龙口粉丝，南有河包粉条’的发展格局，并
依托柑橘出口示范基地，协同毗邻市区做强柑橘产
业带。”该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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