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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农业农村部公示了 151 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名单，圣
农集团旗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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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圣农集团自主选育的白
羽肉鸡配套系“圣泽 901”入选农业农村部组织遴选的 2023 年农
业主导品种，是白羽肉鸡行业唯一入选的新品种，并面向全国推
介发布。

如今，全球从事养鸡行业的企业和养殖户不计其数。创始于 1983

年、总部位于光泽县的圣农集团经过艰辛探索和自主创新，脱颖而
出，成为全球第七、亚洲第一的养鸡企业。

40年间，圣农集团从 1羽白羽鸡、仅有 10名成员开始发展，而今
规模已达到年产白羽鸡超 6亿羽，拥有 3万名员工，并积极布局省内
的浦城县、政和县，甘肃省的镇原县，江西省的资溪县等，投建白羽肉
鸡产业链及配套项目，成为闽北深山里飞出的一只“金凤凰”。近日，
记者走进圣农集团总部，探访其成功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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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
好好养鸡”

种业是农业之“芯”，也是国家粮食
安全的战略重点。过去，白羽肉鸡育种长
期被国外企业垄断，种鸡繁育一度 100%
依靠进口，这不仅困扰着圣农集团的发
展，也成为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如果全部依靠别人，这家企业越
大，风险就越大。”圣农集团创始人、圣农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光明说，圣
农集团发展做大的前提，就是把种源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为更好地开展白羽肉鸡育种工作，
圣农集团成立了专门的育种公司——
福 建 圣 泽 生 物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下
称“圣泽生物”），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和
研究机构在白羽肉鸡育种技术、原种鸡
群疾病净化等方面进行技术合作，邀请
多名肉鸡产业知名专家、教授参与白羽
肉鸡育种工作。圣农集团还坚持用高科
技“武装”产业链，引进多位博士，建立
院士工作站、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在坚持不懈的科研攻关下，2021 年
12 月，“圣泽 901”通过农业农村部新品
种审定，并获得新品种证书。至此，中国
扭转了白羽肉鸡种源全部依赖进口的被
动局面，白羽肉鸡有了“中国芯”。

中国畜牧业协会白羽肉鸡分会秘书
长李景辉表示，“圣泽 901”等白羽肉鸡
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批自主
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打破了国外对白
羽肉鸡种源的长期垄断，国家给予了高
度肯定。“从目前圣农集团披露的数据来
看，‘圣泽 901’ 比国外品种更好。”

“ 我 这 辈 子 就 做 了 一 件 事 —— 好
好养鸡。”傅光明说，“‘圣泽 901’不是
终 点 ，我 们 还 要 将 高 科 技 育 种 长 期 坚
持下去。”

去年 8 月，圣农集团进一步成立圣
农研究院，聘任 10 个国家的 30 名科学
家 担 任 合 作 专 家 ，聚 力 深 耕 降 低 料 肉
比、饲料替代、鸡病净化、兽药疫苗等领
域的创新研究。今年上半年，“圣泽 901”
通过持续的选育，在保持父母代种鸡、
商品代肉鸡性能优异和高超的原种鸡
疾病净化水平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降
低料肉比，提升综合效益。目前，“圣泽
901”除了圣农内部闭环使用外，开始大
量供应国内市场。

“育种的基本原理就是优中选优”

“选种工作就是万里挑一，搞育种的
基本原理就是优中选优。”圣泽生物总裁
罗平涛说，判断品种是不是真的“优”，常
规手段就是看饲料转化率即“料肉比”，
通俗来说，就是长一斤鸡肉需要用多少
饲料。

“刚开始育种的时候，圣泽生物的核
心育种场还没建好，大家每天早上 5 点
就起床开始选种。每一年大约要筛选 20

万只鸡，每只鸡要在手上停留 15 秒左
右，由于长期选种，包括育种专家在内，
我们的手明显变形了。”圣泽生物育种高
级总经理周源说。

“养鸡行业搞育种，都把料肉比作为
一个重要指标来看待。”罗平涛介绍，目
前，圣农集团饲养成本中饲料占到了六
七成，所以越节约饲料，成本就越低，效
益就越高。

“‘圣泽 901’的性能已经达到了国
际先进水平，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还有
可以突破的空间，料肉比就是其中的关
键。”周源告诉记者，“我们正在开展各种
配套测定实验，尝试不同的配套系组合，
同 时 利 用 先 进 的 实 时 FCR（高 铁 还 原
酶）测定设备，对鸡群采食及体重做出精
确记录，得到准确的饲料转化率数据。另
外，我们还同国内知名农业类高校合作，
利用基因组测定和表型数据结合的方
式，更准确地进行选育，提高遗传进展。”

“只要是所需优秀人才，
我们就努力引进来”

科技创新的振兴，关键在人。在傅光
明看来，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傅光明说：“圣泽研发要多少钱给多
少钱，要什么设备给什么设备，要多少人
给多少人，我们一直坚持从全球、全国招
贤纳才，只要是所需优秀人才，我们就可
以引进来。”

“圣农研究院的专家团队有来自国
内各地乃至国外的专业科技人才，人才
聘用模式也灵活多样，比如项目制、兼职

制、线上线下、国内国外联动等。”圣农饲
料营养部高级技术总监、圣农研究院副
院长卢长吉博士告诉记者。

卢长吉是圣农集团引进来的海外高
层次人才，毕业于家禽营养学专业，留美
攻读硕博学位，拥有 12 年外企工作经
历。2012 年博士毕业后，他在泰森和圣
农这两家中美头部家禽企业从事饲料营
养、兽医等技术管理工作；2021 年离开
泰森，正式加入圣农集团。

“饲料的软硬度、口感，都要根据白
羽肉鸡的喜好‘私鸡定制’。每种饲料配
方，都要经过严格配比、无数次实验和海
量的数据分析来确定。”在卢长吉看来，
圣农研究院不仅要做研发，还要创新，遗
传育种、饲料营养、屠宰加工……每个环
节都需要科技创新加持，“养鸡，也是门
技术活”。

“未来，圣农集团将继续专注于种
鸡性能优化、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力争
到 2025 年‘圣泽 901’占有国内 40%的市
场份额，并打入东盟和中亚国家市场。”
傅光明说，为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圣
农集团将加快“数字圣农”建设步伐，建
成 投 产 一 批 智
能化设施项目，
力 争“ 十 四 五 ”
末 企 业 白 羽 肉
鸡 年 产 能 增 加
到 10 亿 羽 ，“ 由
我 国 自 主 研 发
的种源，必将在
国 际 舞 台 大 放
异彩”。

鸡窝如何养出“金凤凰”？
——圣农集团攻克白羽肉鸡育种“卡脖子”技术的背后

□东南网记者 康金山 通讯员 陈志鸿 许颖 文/图

国内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白羽肉鸡配套系“圣泽901”原种鸡科研人员在圣泽生物实验室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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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殖小作坊发展到中国民营企
业 500 强 ，从 资 产 2 万 元 到 资 产 超 过
200 亿元，圣农集团成为闽北大山深处
飞出的“金凤凰”，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
书写了民企新传奇。

圣农集团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好？
通过探访圣农集团，记者认为有三个关
键词值得关注。

首先是专注。正如圣农集团创始人、
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光明所
说，圣农集团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主要原因是40年只专注做一件事——就
是养鸡，养更多的鸡，养更好的鸡。

第二是情怀。采访中，圣泽生物总
裁罗平涛回忆起傅光明邀请自己加入
团队的那一刻，仍然心潮澎湃。当时，傅

光明对他说：“你不是来帮我的，也不是
来帮圣农，而是来帮国家（育种）的。”作
为一名企业家，能够有这样的家国情怀
和视野，堪称典范。

第三是胆识。当时圣农集团开始搞
育种的时候，反对的人非常多。因为投
资大、风险大、回报周期长，而且当时国
内还没人做过。十几亿元投资投进去，

谁也无法保证能够成功。但坚持“要做
百年企业”的傅光明坚信自己的选择，
最终获得成功。

中国畜牧业协会白羽肉鸡分会秘
书 长 李 景 辉 认 为 ，圣 农 集 团 的“ 圣 泽
901”解决了“卡脖子”问题，对其他行业
也具有借鉴意义。“我们要争取在种业
上占领农牧业各方面的制高点，比如花
卉、蔬菜、水果、水产等。即便其中一些
没有面临‘卡脖子’问题，也要补短板、
强优势，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种业振兴。”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相信在圣农
集团这只“金凤凰”的成功故事启迪下，

“中国种业”还将不断涌现更多的奇迹。

专注+情怀+胆识=成就梦想
□东南网记者 康金山

近日，漳州市电子信息产业工业企业
“手拉手”供需对接活动在长泰开发区召开，
参会企业 60 多家，促成 8 家企业现场签约
3.63 亿元。现场，上下游企业互享互通产业
前沿信息，进行供需精准对接，进一步稳定
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产销有效衔接。

这是长泰推行产业“链长制”，促进上下
游供需对接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长泰实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
新材料等三大主导产业“链长制”，着力建链
强链补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目前，长泰区已围绕主导产业
成立产业链链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主

要领导担任总链长，三名区委常委分别挂帅
担任三条产业链链长。在此推动下，全区有
77 家工业企业与其他 261 家企业形成了“上
下游”合作关系。

6 月 5 日，一辆满载灯具驱动组件产品
的货车驶出宏晟光电有限公司，仅 10 分钟
左右便将组件送达立达信集团的车间，供应
照明灯具的组装生产。

创建于 2000年的立达信集团，是一家研
发生产LED光源、照明灯具、智能产品、物联
网智能软硬件等系列产品并提供系统解决
方案的知名企业，也是地方产业集群的龙头
企业，在当地已拥有许多固定合作伙伴。

宏晟光电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类照明、
智能产品驱动组件产品的企业，生产的灯
具驱动组件等系列产品专供立达信集团。

“之所以选择到长泰发展，看中的不仅是开
发区的高效政务服务、充足的土地资源和
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这里上下
游紧密对接、供需平衡的产业生态，大幅降
低了企业的经营、运输成本。”宏晟光电负
责人林丽真说。

位于长泰开发区的嘉盈光电有限公司
也是立达信集团的固定合作伙伴，专注于为
照明灯具、智能家居、显示终端等领域提供
专业塑胶结构件。“从 2016 年投产开始，我

们就与立达信一起携手成长。为满足扩大生
产需求，未来我们将投入 1500 万元，引进新
设备，扩建无尘车间，持续提高自动化水
平。”嘉盈光电负责人温黎平说。

从 2013 年推出首款 LED 灯具，到 2021
年 7 月在上交所上市，再到 2022 年运营总
部搬迁至长泰，10 年间，立达信从单一照明
企业发展成照明和物联科技双主业的集团
企业，并引领嘉盈光电、宏晟光电、华信通
五金等 20 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长
泰，实现产业链条延伸、集群发展，营业额
也 从 2012 年 的 16 亿 元 跃 升 至 2022 年 的
75.57 亿元。

漳州长泰推行产业“链长制”，促进上下游供需对接

产业链上“手拉手”
□王文强

前不久，沙县小吃三明学院旗舰店开
业。这是全国首家沙县小吃进驻高校的样
板店，也是落实三明市委、市政府关于推
进沙县小吃产业发展再出发行动方案的
重要举措，标志着沙县区政府与三明学院

《区校推进沙县小吃进高校合作协议》的
成功落地。

此前，沙县小吃华夏行（北京站）启动
暨北京沙县小吃旗舰店开业仪式举行，不
仅展示沙县小吃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也助
力沙县小吃产业转型升级迈出关键一步。

种种迹象，都显示沙县小吃正在开启
新一轮的转型升级进程。

而 今 ，沙 县 小 吃 已 带 动 就 业 30 万 余
人。凭借“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国际化、
数字化”探索，沙县小吃已迅速成长为在全
国开设门店 8.8 万家、年营业额超 500 亿元
的大产业。

从跳出“农门”到闯出“国门”，沙县小
吃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最初的“夫妻
店”模式暴露出路边小店“脏乱差”的种种
弊端，初步转型后又面临现代网红餐饮的

“围追堵截”，“不进则退、不变则亡”的挑战
可谓如影随形。

乘着改革开放东风勇闯天涯的沙县小
吃，如今应该如何再接再厉、引领风骚？

旗舰店的首开，可谓是沙县小吃品质
把控、全链路管理的重要一环。

所谓旗舰店，就是指某一品牌在某城
市体量最大、产品最丰富齐全的门店。作
为连锁企业展示形象、打造模式的“脸面”
和招牌，旗舰店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不可
或缺。

因此，要一改沙县小吃往昔零散、粗放
的发展模式，宜集中力量打造可以参照复
制推广的旗舰店。

要充分发挥“旗舰店经济”的作用，还需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做足更多配套工作。

从政府层面而言，应以培育建设区域
性国内消费中心城市为契机，尽快出台促
进旗舰店经济发展的专项具体措施。一是
出台旗舰店经济专项奖励政策，确定旗舰
店认定标准，出台相应的引进奖励、装修补
助、税费优惠、租金减免等优惠措施，加快
推进国内商圈中品牌旗舰店的入驻；二是
制订可供借鉴复制推广的旗舰店模式，例
如门店功能、菜品构成、经营模式和装修风
格等，并向众多沙县小吃业者开放推广，推
进全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三是完善支撑供
应服务链，建设中央厨房等集中采购加工
和员工培训的平台，提高旗舰店菜品和服
务的标准化程度，并服务更多的沙县小吃
门店转型升级。

只要能够凝聚合力、精心谋划，相信旗
舰店一定能够为已经做成“大产业”的沙县
小吃注入新的活力，真正带动这项产业成
长为中式快餐傲视全球的行业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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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鑫） 近日，作为 2023 海峡科技专家论坛
的配套活动，海峡两岸能源电力融合发展论坛在厦门举行。海峡
两岸近 300 名从事能源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
者参会。本次论坛也是近年来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来自
台湾地区相关电力协会、院校、企业的代表有 50多人。

论坛以“共建新型电力系统 服务能源低碳发展”为主题，邀
请两岸专家学者聚焦“双碳”目标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新思
路、新模式、新业态进行交流探讨。

活动中，福州大学和台湾元智大学签订学术交流、人才交流
合作协议。论坛还组织海峡两岸能源电力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
交流展示、海峡两岸青年科技工作者沙龙、海峡两岸企业低碳发
展及能效提升圆桌会议、城市供用电专题分论坛等四场分会场
活动，互通电力科技产业信息，分享电力科研新成果，凝聚电力
科技新共识。

海峡两岸能源电力融合发展论坛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按照“引导生
产、多调多奖、责权对等、注重绩效”原则，近期，省财政将中央财
政2023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下达13个县（市、区）。

其中，我省财政对获得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前 500 名的南平
市延平区、龙岩市新罗区、龙岩市永定区、长汀县、上杭县、武平
县、福清市 7 个县（市、区）共奖励 3946 万元，对 2022 年生猪出栏
量和存栏量合计数排名靠前的漳浦县、南安市、南靖县、漳平市、
闽侯县、漳州市龙海区 6个县（市、区）共奖励 808万元，资金将用
于支持生猪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包括生猪圈舍改造、良种引
进、防疫和冷链物流等。

13个县（市、区）获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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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东南网记者 冯川叶/文 通讯员 谢贵明/
图） 24 日上午 8 点 30 分，2023 年福建省中考顺利开考，全
省报考人数为 104.3 万人（其中九年级 51.4 万人、八年级
52.9 万人）。全省共设置 90 个考区、639 个考点、18591 个考
场，共抽调考试工作人员约 8 万人。上午考试科目为语文，
考场秩序井然。各市、县（区）政府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有关领导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在当地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
联合值班，全力保障中考安全顺利。

图为：福州市延安中学校门前，考生们在语文考试结束
后自信地走出考场。

我省中考顺利开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