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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辉 赖昊拓 通讯员
陈志鸿 文/图） 日前，农业农村部组织遴
选出 2023年农业主导品种 143个（其中，畜
禽类 17 个），并面向全国推介发布。我省企
业圣农集团自主选育的白羽肉鸡配套系

“圣泽 901”入选，是白羽肉鸡行业唯一入
选的新品种。

我国白羽肉鸡种源曾长期为外国企业
垄断。圣农集团于 2011 年开始白羽肉鸡育
种研究，先后选育出 10 多个具有不同遗传
背景的白羽肉鸡原种新品系，在此基础上
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配套系“圣泽
901”。2021 年，“圣泽 901”获颁畜禽新品种
证书。

“ 圣 泽 901”本 土 适 应 性 强 、遗 传 稳
定，父母代种鸡产蛋率、种蛋合格率、受
精率和孵化率高，商品代肉鸡增重快、产
肉多、饲料转化率高，综合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不满足于此，圣农集团每年投入超 1
亿元，持续推进育种研发。得益于此，“圣
泽 901”每年性能都有新的提升，饲料转
化率、产肉率、产蛋数等关键生产指标持

续优化。
在产业化应用与市场推广方面，早在

2019 年，圣农集团便在企业内部闭环使用
“圣泽 901”，实现进口替代。2022年 6月，首
批“圣泽 901”父母代种鸡雏批量供应国内
市 场 。按 照 企 业 规 划 ，到 2025 年 ，“ 圣 泽
901”祖 代 鸡 在 国 内 市 场 占 有 率 将 达 到
40%，并逐步拓展国际市场。

此外，农业农村部日前公示了 151 家
企业重点实验室名单。圣农集团旗下的福
建圣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的白羽
肉鸡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榜上有名。

作为“圣泽 901”的研发单位，圣泽生
物实验室已获得 4 项发明专利、13 项实用
新型专利、3 项软件著作权，福建圣泽公司
先后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肉鸡核
心育种场等称号。

目前，该实验室正承担农业农村部国
家 阵 型 企 业 种 业 培 优 项 目 ，负 责“ 圣 泽
901”的选育提升，后续还将进一步优化基
因组选择技术平台，研发智能化表型精准
测定技术，建立平养条件下白羽肉鸡疫病
净化与综合防控体系。

性能进一步提升 市场进一步拓展

我省自主选育的白羽肉鸡被列为全国主导品种

10 日，位于光泽县止马镇的新振肉
制品二厂内，鸡肉串流水线马不停蹄地运
转。这家今年 3 月刚刚投产的工厂，月均
产能超 80 吨，订单已排到年底，吸引了近
300 名村民就业。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工
厂的“股东”。

原来，2021 年，当地龙头企业圣农集
团提供启动资金，组织全镇 10 个建制村
共同创办新振肉制品加工厂。企业提供原
料，负责技术培训，统一回收产品；10 个
村以土地资源、闲置资产、可用资金入股。
当 年 ，新 振 肉 制 品 一 厂 投 产 ，月 产 能 约
120 吨。去年，10 个“股东村”村集体收入
均增加近 10 万元。随着二厂投产，今年增
收有望突破 20万元。

作 为 亚 洲 最 大 的 白 羽 肉 鸡 生 产 企
业，圣农集团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联农
带农，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链增值收
益？圣农集团的策略是：让产业链有机嵌
入“振兴链”，让农村与农民深度参与到
产业链中来。具体的抓手，是协助乡村兴
办企业。

2018 年，圣农集团在光泽县鸾凤乡
试水，新建光泽县鸡肠加工厂，由鸾凤乡
中坊村承包加工；协助十里铺村创办物流
公司，承接原来由社会车辆承包的豆油运
输业务。经过一年运作，效果不俗。这时
候，圣农集团又有了新的计划。

“白羽肉鸡养殖，产业链很长，产品加
工、豆粕运输、辅材生产数量庞大，单靠一
个村无法完成任务。”圣农集团党委书记

傅光明说，2019 年，集团依托党建引领，
和乡镇党委一起向组织力要生产力，指导
整乡、整镇甚至跨乡、跨镇围绕白羽肉鸡
产业链联办企业。

很快，与止马镇 10 村共建的新振肉
制品加工厂投入运营。

在 鸾 凤 乡,12 个 建 制 村 则 创 办 了 3
家物流企业。在乡党委和圣农集团党委
指导下，3 家企业联合组建物流园党支
部 ，开 展 联 学 联 建 联 帮 活 动 。企 业 在 完
成 圣 农 集 团 豆 油、豆 粕、鸡 肉 冻 品 运 输

任 务 的 基 础 上 ，对 外 开 拓 新 市 场 。2022
年，12 个村中，村集体增收最少的村收
入超过 15 万元，增收最多的村收入超过
200 万元。

立农村，办企业，干农业，带农民。在
福建光泽县、浦城县、政和县，江西省资溪
县，甘肃省镇原县，圣农集团已帮助 300
多个建制村新建工厂、养殖场。其中，圣农
集团总部所在的光泽县，每 3 个劳动力，
就有一个在圣农上班；圣农集团帮扶的
12 个乡村振兴工厂，为 2000 多名村民提

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村民在集团或工
厂上班，年平均收入达 6万元。

傅光明说，圣农集团通过与乡村党组
织联建，促成产业链共建，既助力村集体
增收，又扩大了企业生产规模，增加劳动
力，实现多方共赢。

乡村有了产业链，吸引越来越多的乡
贤归来。

不久前，光泽县李坊乡旅游休闲小镇
一期项目顺利建成。该项目由圣农集团提
供启动资金，当地乡贤带着经验、资金、技
术返乡参与投资开发。目前，项目已完成
千亩梨园、万亩茶山升级改造以及 18 栋
民居立面改造，新建 12个特色庭院和 2栋
民宿，打造出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
梨园春色生态民宿群。

得 益 于 一 只 肉 鸡 带 来 的 联 农 带 农
效 应 ，村 民 收 获 了 满 满 的 幸 福 感 与 获
得感。

在助力乡村参与产业链的同时，圣
农集团还引导帮扶村庄完善分配制度，
把 增 加 的 村 集 体 收 入 用 于 改 善 村 民 民
生福祉。

作为当地共同富裕示范村，十里铺村
全体村民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改善居
住条件费用全部由村集体承担。村里每年
还出资 25 万元为村民购买商业保险，实
现大病有保障，自费部分村里全额报销。
此外，过去的两年，全村共发放 70 万元助
学金；去年，发放养老金 24 万元，受益农
民 109位。

一只肉鸡的联农带农效应
□本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陈志鸿 文/图

“圣泽901”鸡苗

圣农集团帮扶光泽县鸾凤乡的村庄建设的鸡肠加工厂，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
仁 健 在 解 读 2023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时 指
出，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完善
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把增值收益更
多留给农民。

联农带农是农业龙头企业的重要能
力和责任。近年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
也强调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去年，农业农

村部发布 20 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联农
带农典型案例，并从中总结出 5 种主流模
式。作为村企协同模式代表，圣农集团的
实践经验入选其中。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越
来越多的社会资本流向乡村，引领乡村产
业现代化转型。但在一些时候，社会资本
与农民的互动不足，以致不少农民难以充

分享受农业产业链增值带来的收益，甚至
被遗忘在现代农业体系之外。

乡村是农民的乡村。无论是产业发展
还是乡村建设，农民都应当是不变的主
角。资本下乡，莫忘老乡。依托乡村广袤的
土地与资源成长起来的农业龙头企业，在
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处理好与脚下
这片土地以及农民之间的关系，承担起联

农带农的社会责任。
过去，企业联农带农实现的方式较

为 单 一 ，更 多 依 靠 单 向 输 血 式 帮 扶 ，或
提供就业等方式实现。这固然能够助力
农 民 增 收 ，但 他 们 依 然 像 配 角 而 非 主
角，农民与产业之间也依然是若即若离
的 关 系 。因 此 ，要 多 通 过 市 场 的 机 制 来
解决问题，引导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构
建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把产业链有机地
嵌入乡村，通过产销对接、技术帮扶、生
产要素入股等多元化的方式，让广大农
民在不同节点上参与产业链共建，实现
收益共享。

把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本报记者 张辉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本报讯 （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余
明霞） 6 月 10 日，国内首条“丝路海运”电
商 快 线 迎 来 正 式 开 通 一 周 年 。据 厦 门 海
关统计，开通一年来，该航线集装箱吞吐
量 近 3 万 标 箱 ，总 货 值 超 103 亿 元 ，其 中
出 口 跨 境 电 商 货 物 3.9 万 票 ，货 值 约 3.5
亿元，以箱包、鞋服、日用品、健身器材等
商品为主。

据了解，“丝路海运”电商快线由厦门
港直达菲律宾马尼拉港，助力国内电商货
物两天即可直达马尼拉港，极大满足电商
货物批量小、批次多、时效强的进出口需
求，深受跨境电商企业的青睐。

“受益于跨境电商业务的带动作用，
加 上 东 南 亚 消 费 市 场 回 暖 ，菲 律 宾 消 费
者对福建生产的箱包、鞋服、建材、口罩

等 产 品 需 求 日 益 加 大 ，该 航 线 的 出 口 量
逐步增长。”厦门海关所属东渡海关保税
监 管 科 科 长 陈 华 全 介 绍 ，为 支 持 航 线 高
效 运 营 ，海 关 配 套 新 增 了 跨 境 电 商 监 管
中心，对符合条件的出口商品适用“清单
核放，汇总统计”等便利措施，助力企业
全方位享受仓储、物流、清关等“一站式”
服务。

“丝路海运”电商快线运营企业海丰集
运厦门分公司市场部经理范协辉表示，经
过一年的运行，海运电商业务的航运、港
口、物流资源一体化服务臻于成熟。接下
来，公司计划以菲律宾为起点，辐射至其他
东南亚国家，并将该模式复制推广至“丝路
海运”沿线区域，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海
运电商网络。

国内首条“丝路海运”电商快线
开通首年进出口超百亿元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黄翔
眉） 9 日，“丝路海运”气象服务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在厦门举行。厦门市气象服务中心、
北京全球气象导航技术有限公司和福建丝
路海运运营有限公司三方达成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携手打造“丝路海运+气象”生
态圈，共同推进海洋气象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本次三方合作内容包括：联合
加强海上气象观测，共同规划海洋气象观测
布局，提升“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和海上气象
综合探测能力；联合推进“丝路海运”气象保
障服务，为“丝路海运”联盟成员单位所属船
舶提供安全、经济、绿色的海上航行解决方
案及智慧化运行平台服务；联合开展人才培
养，建立人员交流机制；联合开展对外宣传
推介，增进政府及公众对海洋气象服务合作
的认同和参与。

本次三方合作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互惠双赢、共同发展”为原则，是积极响应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深耕海洋强国关键领域
的重要举措。三方还将共同建设“丝路海运”
气象导航中心，通过自主研发的远洋气象导
航系统，为联盟成员提供定制化、高精度的
气象服务保障，切实推动国家“国船国导”战
略目标的实现。

“丝路海运”国际联盟是连接中国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港口的海运
物流服务生态圈。接下来，“丝路海运”将继
续拓展气象服务应用场景和合作模式，充分
利用联盟的资源和优势，打造开放包容、有
机协同的“丝路海运+气象”生态圈，全面提
高海洋气象服务的效率和安全性，推动中国
船舶气象领域的创新发展，为海洋强国的建
设贡献“丝路海运”方案。

“丝路海运”气象服务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厦举行

本报讯（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黄钲平） 10 日，“山海宁
德·黄鱼之都”宁德大黄鱼直播节暨蕉城工业消费品展销会在宁
德开幕。

活动现场举行了水产加工龙头培育企业授牌和宁德大黄鱼
公共品牌电商直播明星企业授牌仪式，并发布 2023 年优质大黄
鱼春苗基地和大黄鱼地标企业名单。

本次活动由宁德蕉城区委区政府主办，旨在引导企业用好
新型电商机遇，抢抓线上营销新风口，积极探索大黄鱼全链条产
业提升发展路径。

据介绍，蕉城区素有“中国大黄鱼之乡”美誉，全区共有大黄
鱼苗种生产企业 35 家，国家级龙头企业 3 家，省级龙头企业 12
家，中国驰名商标 4件。去年，蕉城区大力实施“国鱼计划”，推动
一批水产龙头企业创新提质，全方位提升大黄鱼现代新型养殖
发展水平，全区大黄鱼养殖产量达 6.6 万吨，产销量占全国 85%
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达 110 亿元。“宁德大黄鱼”已成为全国最
具影响力水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质量万里行的“中国十珍”之一。

目前，蕉城区正着力打造“黄鱼菜肴+旅游”产业化新模式，
迅速带旺一批精品美食旅游路线，以“一鱼”撬动“一游”、以“一
游”带动“一鱼”，使宁德成为美食旅游“热搜”城市。

宁德大黄鱼直播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林智岚 通讯员 肖森松） 9 日，记者从厦门
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截短的人乳头瘤病毒 16 型 L1 蛋白”等 42
项专利荣获第九届厦门市专利奖。其中，专利特等奖 1 项、一等
奖 3 项、二等奖 8 项、三等奖 25 项，外观设计金奖 1 项、银奖 2 项、
优秀奖 2项。

厦门市政府自 2012 年起设立厦门市专利奖，目前为每两年
评选一次，每届最多评选 42个奖项，最高奖励 50万元。本届获奖
专利涉及生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平板显
示、计算机与通信设备、机械装备、软件与信息服务等多个重点
产业，大部分为基础原创型专利，均为所属领域的先进技术和重
大创新，并已在生产经营中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
中，专利特等奖“截短的人乳头瘤病毒 16 型 L1 蛋白”，由厦门大
学夏宁邵教授团队牵头完成，突破了利用原核系统难以获得活
性 HPV L1 蛋白的难题，打破了国际疫苗巨头的 HPV 疫苗专利
垄断。应用该专利技术生产的首个国产 HPV 疫苗的成功上市，
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第三个实现HPV 疫苗自主供
应的国家，截至 2022 年底，已接种超 4200 万剂，累计销售额超
120亿元。

近年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将专利奖评
选作为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的重要抓手，从专利技术水平和
专利产业化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同
时，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方式综合施策，大力培育高价值
专利，积极助力厦门打造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引领示范区。

厦门为42项专利颁奖
最高奖励50万元

近日，顺昌县高阳乡上村村的杨
梅园里欢笑声不断。村民们忙着采摘
杨梅，分拣、装筐、打包、运输……又红
又圆的杨梅缀满枝头，清香四溢，令人
垂涎欲滴。撷一粒放入口中，味蕾随即
打开，甜酸可口，回味无穷。

“ 我 们 家 里 种 有 20 多 棵 东 魁 杨
梅，今年能赚 5 万多元。”村民江仕明
笑着说。

20 世纪 90 年代，当地村民将东魁
杨梅引入上村村种植。经系统性学习
种苗培育、栽植、施肥、修剪、树体保护
等技术，一举获得成功。加上上村村海
拔高，日照时间长、早晚温差大、山坡
斜面宽、土壤肥沃，赋予了杨梅更为出
众的品质。当地杨梅以其果大、色黑、
汁多、味甜、较耐贮运等优点，迅速成
为杨梅市场上的宠儿。

杨梅走俏市场，使种植户尝到甜
头。于是，上村村将杨梅作为“一村一
品 ”特 色 产 业 进 行 打 造 ，采 取“ 合 作
社+农户”形式，规模化种植、规范化
管理、品牌化发展，成立高阳红果蔬农
民专业合作社，注册“高阳红”商标，推
动杨梅特色产业健康发展。上村全村
八成以上村民种植杨梅，他们积极加
入合作社，抱团发展。杨梅种植特色产
业成为上村村乡村振兴、村民致富的
支柱产业。

当 问 到 杨 梅 销 售 情 况 时 ，高 阳
乡 党 委 书 记 吴 志 斌 骄 傲 地 说 ：“ 不
愁 销 售 ，供 不 应 求 。我 们 的 杨 梅 名
声 在 外 ，是 水 果 贩 子 争 相 吆 喝 的 明
星 产 品 。一 到 采 摘 季 节 ，水 果 商 争
相采购。”

今年，上村村杨梅有 600 多亩，总
产值可达 1500 多万元，杨梅真正成为
村民的“致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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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昌县高阳乡上村村种植户江仕明在采摘杨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