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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的童年，总有一盘回锅肉的
味道。

三十年前，成都人吃的回锅肉，来自
当时成都猪肉市场的主力品种——成华
猪，它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
名录》，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
是由于生长周期长，耗料比高，成华猪
逐渐被很多养殖户弃养，到了2000年
后，存栏甚至不到100头，比大熊猫数
量还稀少。

2014年，邛崃猪场老板张在林找到
四川农业大学，想开展成华猪新品种的
育种工作。被张在林的诚意打动，川农
大科研人员带着一群被“保种”照看的成
华猪，从彭州山上搬家，住进了邛崃封闭
式的猪舍。饲料中搭配各种营养，定期
给猪打B超，时不时还配合分子育种黑
科技提档升级……

科技育种给畜禽业插上了腾飞的
翅膀。“现在，我们新培育的天府黑猪一
年出栏的种猪有2000多头，商品猪4万
多头，产值过亿元……”坐在成都邛崃
天府种业创新中心窗明几净的办公区
里，张在林说：“不搞科技育种，猪儿卖不
到好价钱。”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
进天府黑猪的“摇篮”——邛崃市嘉林生
态农场，探寻天府黑猪的诞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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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反馈才是科研动力

全身黑毛，耷拉的小耳朵，滚圆的身
躯……这是一群在成都平原生存了将近
2000年、差点被外来猪“占领”老家的成
华黑猪。如今它们有了一个带有地标特
色的新身份——天府黑猪。 10余年来，
它们被川农大三代“育种人”照护，精心

选育，2023年获得由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委员会颁发的“护照”——畜禽新品种
(配套系)。

“2009年，黑猪基本没有市场，我们
凭着爱好，出于保种的目的，和成都市种
畜场一起开始了黑猪新品种选育。”姜延
志，川农大海归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
师，这辈子只专注于一件事——黑猪新
品种选育。

“我这辈子写的最重要的科研论
文，就是培育出天府黑猪新品种。”姜
延志觉得自己做对了，“我们的选育瞄
准的是市场，市场的反馈才是我们科
研的动力。”

“以前我只会喂猪，没想到搞育种这
么难。”曾经，一年拥有1000头核心猪群
育种，对私人老板张在林来说真的很疯
狂，白花花的银子投进去都是成本，“难
的时候，就找朋友借钱。”现在，张在林有
近100家专卖销售终端，随时可以收集
来自市场的第一手信息，老百姓喜欢吃
什么样的猪肉，肥瘦比多少，都有最及时
的反馈。

“我们之所以选择跟嘉林公司合作，
是看重张老板的坚持。这么多年来，不
管白猪市场如何，他都坚持了一件事情，
养黑猪。”姜延志说，这也成为他和科研
团队坚持开展新品种育种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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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团队都“压”在一线

为了选育出好的黑猪，姜延志曾经
摸过一个月的猪肉。为了搞育种，川农
大科研团队更是把教授、研究生都“压”
在了第一线。在邛崃临济镇封闭管理的
嘉林农场，猪儿“最大”。猪猪们的生活
场所，有产仔舍、保育舍、配种舍、育肥
舍，喂养还有自动料线。

张在林告诉记者，科研人员、工作人
员进场需要更换衣物，先隔离一天，然后
再进场。工作人员的生活物资全部从场
外配送，一旦进场几个星期都不出来，

“我们科研人员的宿舍就在猪舍旁边。”
每天陪着猪睡，要是猪儿生崽了，那就是
通宵守候。

育种，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
在嘉林农场，猪猪要定期打B超，通过毛
样采集进行基因测序分型，甚至科研人
员能通过分子育种技术来控制猪儿的肥
瘦。“这些必须依靠生物技术，普通的农
场做不到。”姜延志说。

被科技技术赋能后的天府黑猪，生
长期从一年缩短到了7个多月，瘦肉色泽
鲜红，肥肉雪白软糯，炒菜肉香四溢。“我
们的猪肉可以卖到30元到40元一斤，在
中高端猪肉市场供不应求。”姜延志不无

骄傲地说。
而养猪带动的不仅仅是养殖业，还

有饲料加工、食品加工、种养循环生态农
场等上下游产业。以嘉林生态农场周边
的万亩茶园为例，种植户每年用优质猪
粪灌溉农田，节约的肥料成本就达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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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擦亮“川猪”招牌

四川是全国商品猪战略保障基地，
生猪出栏量常年居全国第一。“川猪”也
是四川的金字招牌之一，素有“川猪安天
下”之称。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食
物的要求已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
变。面对日渐增长的高质量肉类市场需
求，四川当仁不让，“天府黑猪”应运而
生，实现了以四川地方猪遗传资源为主
要育种素材培育品种“零”的突破，将进
一步助力四川优质特色生猪产业发展和
擦亮“川猪”金字招牌。

除了天府黑猪，四川的“天府黑兔”
“天府农华麻羽肉鸭”两大畜禽新品种也
在2023年入选“国家队”，位列国家畜禽遗
传资源委员会审定名单。其中，“天府黑
兔”是我国人工培育的第一个黑色中型肉
兔新品种，历时10余年培育而成。该品种
填补了我国无优质肉兔品种的空白。

近年来，四川省坚持以畜禽种业创
新引领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强
化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加强育种平台建
设与新品种培育，不断完善畜禽良繁体
系建设。

数据显示，到2023年，四川省已拥
有畜禽新品种(配套系)18个，地方畜禽
遗传资源60个(数量居全国第二)，构建
了四川生猪现代种业5大平台，打造了4
个畜禽现代种业园区，建成44个部省级
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区)、40个部省级畜
禽核心育种场、369个种畜禽场、5个区域
性种公猪站，培育3个国家生猪种业阵型
企业、20家省级畜禽种业骨干型企业、
22家省级畜禽育繁推一体化企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谭羽清 实习生邓加庆

华西都市报讯（张月 记者 杨博）7
月18日，在四川资阳，金沙江上游-湖
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川
13标段完成导线展放工作，标志着金沙
江上游-湖北特高压工程首个标段顺利
贯通。

金沙江上游-湖北特高压工程线路
全长1901公里，途经西藏、四川、重庆、
湖北，全线分为25个标段建设。其中，
川13标段新建铁塔263基，线路全长约

129公里，是工程全线最长的标段，同时
也是全线交叉跨越最多的标段，线路交
叉跨越共计846处，其中跨越电力线路
23次、高速公路5次、铁路5次、河流2
次。沿线丘陵地形占比77%。

“这个标段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基础
浇筑、铁塔组立的过程中全部使用机械
化施工，机械化水平达到了100%。”工程
业主项目部负责人蒋乐介绍说。

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调增近30名

特高压工程管理经验丰富的人员，协力
优化现场施工流程，想方设法提高机械
化率，缩短施工周期；选用全景可视化
架线装备克服交叉跨越多的难题，实时
监测导线的位置和张力等参数，降低作
业风险和架线故障发生率。建管单位
在施工过程中采用远程视频监控和无
人机巡检的方式动态管控作业风险，在
确保现场本质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工
程全线率先贯通。

金沙江上游-湖北特高压工程设
计输电功率800万千瓦，建成后可将金
沙江上游水电机组群电量输送到华中
地区，成为我国“西电东送”大动脉之
一，工程预计年输送电量400亿千瓦
时，每年可替代燃煤超过1700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400万吨。目前，
工程全线多地陆续开展导线展放作业，
工程进入放线高峰期，预计将于2025
年投运。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博）7月18日，
记者从成都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近日，
宝成铁路改造及新建青白江至金堂线项
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项目用地预
审正式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准，为项目可研
批复和尽早开工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

据悉，该线路起于既有成都站，经金

牛区、新都区、青白江区，终至金堂县，正
线长度48.4公里，其中利用既有宝成线
24.1公里，新建正线24.3公里。线路设计
时速为160公里，设车站10座，其中利用既
有车站1座（成都站），改扩建既有车站1座
（天回镇站增建客运场），新建8座（金牛区
1座：五福桥站；新都区1座：兴城大道站；

青白江区5座：弥牟、成钢、川化、铁路港、
城厢古城；金堂县1座：金堂南站）。新建
龙潭寺至十陵南联络线1.1公里。

此外，宝成铁路改造及新建青白江
至金堂线已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多层次轨道交通
规划》，项目充分利用既有宝成铁路成都

至青白江段富余能力实施公交化改造，
并新建线路经青白江区延伸至金堂县，
可解决青白江区、金堂县无城市轨道交
通连接中心城区的问题，改造后为金牛
区、新都区、青白江区、金堂县沿线区域
提供大运量、快速度、通勤化的铁路公交
化运营服务。

宝成铁路改造及新建青白江至金堂线用地预审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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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而行 以质致远

科技育种如何助力畜禽业高质量发展？
探寻天府黑猪的诞生“密码”

姜延志教授在卭崃核心育种场开展天府黑猪新品种选育工作。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