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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云在田间采摘荷花。

近日，笔者走进广西农丰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上思大路鸡保种场，看到一只只羽毛鲜亮紧
实、尾羽短翘的上思大路鸡在龙眼树下或悠闲
纳凉，或专注刨食，俨然一幅安逸“百鸡
图”。“刚刚你们看到的‘百鸡休闲图’，是我
们取得的保种成效，凝结着各级各部门数百名
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该保种场
技术负责人马麟说。

发掘

说到走上上思大路鸡保种研究的道路，对
于 85 后壮族小伙子马麟来讲，是一种机缘，
也是出于一种情怀。2015 年，他从广西大学
兽医专业硕士毕业，2021 年经防城港市人才
引进到上思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那
时，恰逢全国开展第三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
作，专业对口让他顺理成章接手了这项工作。

防城港市上思县共有8个乡镇91个行政村
（社区），而普查要求必须做到村村过关、户户
到位全覆盖。时间紧任务急，普查人员明确责
任分工，有序逐村逐户进行普查，尽量做到一
户不漏。

马麟回忆道，普查前大部分参与人员都经
过培训，明白这次普查的目的就是摸清自己的
家底，一是调查已发现的品种有无濒危或消失
风险，二是发掘畜禽遗传新资源。马麟一行到
叫安镇平江村大路屯普查时，发现村委会主任
马瑶家里有一种鸡非常独特，它全身羽毛紧贴
身、尾羽短且少、青色脚高健有力、身呈方形
高昂挺立。马瑶介绍，这种鸡体态近似方形，
而且拎在手上特别沉，比一般鸡要重，当地人
称之为“石鸡”，她家就养有30余羽。后来，
普查人员再到屯里各家各户调查，看到几乎每
家每户都养有“石鸡”，而且基本上是自家的母
鸡孵化，保留母鸡带小鸡育雏的传统繁衍至今。

当天晚上，马麟回到家查找相关资料，发
现这种鸡在以前两次全国普查中均没有普查
到，猜测这可能是一个畜禽遗传新资源。据资
料记载，“石鸡”亦即大路鸡，在上思县饲养
历史悠久，明朝嘉靖年间《钦州志》即有“长
脚鸡”记载。《上思县畜牧业资源调查及区划
报告》（1981 年出版） 记载：“试验提纯复壮
大路鸡。”《上思县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及今后工

作意见的报告》（1982 年出版） 记载：“我县
鸡的品种主要有本地鸡、大路鸡等”，已将大
路鸡纳入地方品种。《上思县名、特、优、稀
大资源集》（1986年出版）记载：根据1980年
的调查，上思县大路鸡原产于叫安乡平江村大
路屯，因此得名“大路鸡”。

此次普查，摸清了一个事实：大路鸡在上
思全域皆有分布，种质资源达4.7万羽，其中
在叫安镇分布较多，超2万羽，种质资源呈自
然保存状态。

这让马麟兴奋了好一阵子。
兴奋之余，他暗自思忖，一定要用心把“大

路鸡”这个新资源申报好、保护好、开发好。

申“遗”

马麟表示，他们查了相关资料后，确定
“石鸡”即“大路鸡”，可能是一个遗传新资
源，便开始收集其相关资料，包括到发源地大
路屯去调查它的历史来源，做一些现场记录等
基础工作。同时，又根据资料记载核定大路鸡
性状，记录其特征特性并向上级汇报。

考虑到大路鸡的发源地是上思县叫安镇平
江村大路屯，因此给它正式命名为“上思大路
鸡”，这个名称更符合现在对品种命名的要
求，体现地域性，符合规范。

2022年7月1日，自治区专家、广西大学
教授杨秀荣带领专家组专程到上思县开展年度
新资源遗传资源普查系统调查工作，首次着重
关注上思大路鸡。

专家组一行先后到上思县富晓养殖专业
合作社、那琴乡龙楼村逢楼屯和琵琶屯、叫
安镇平江村大路屯、思阳镇六银村念文屯等
进行现场核查，通过进村入户、座谈等方
式，初步了解上思大路鸡的分布情况，并实
地了解其生活习性和自然养殖环境。专家组
一致认为上思大路鸡的特征明显，符合申报

新资源的基本条件，同时提出申报具体要
求，耐心指导上思县业务部门从品种来源、
历史记载、现有品种的区别等方面收集佐证
材料，为迎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专家组的评
估做好准备。

2023 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牵头组织开
展上思大路鸡遗传新资源申报工作，要求防城
港市农业农村局、上思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收集
相关佐证材料和提供品种有关数据。2024年1
月25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家禽I组专
家一行5人，到上思县开展上思大路鸡遗传资
源现场核验工作。现场核验评审会上，核验组
对新资源审定工作进行了专业指导，指出上思
大路鸡新资源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要在做好保
护工作的同时，充分挖掘其价值。最终，上思
大路鸡新资源顺利通过现场核查。

畜禽遗传资源审定包括现场审定和资料审
定两个部分，现场核验通过后，核验组把相关
情况汇报至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2024
年7月16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再组织
专家进行审定，一致同意上思大路鸡鉴定为遗
传新资源。

2024年10月14日，上思大路鸡正式通过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成为全国
第三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广西首批入选国家畜
禽遗传品种目录的家禽遗传新资源；11月25
日，国家农业农村部发布第846号公告，上思
大路鸡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
过，由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颁发新品种及
配套系证书。

上思大路鸡从 2021 年底首次被发掘，到
正式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
3年申“遗”艰苦历程，得以完满收官。

保种

谈及上思大路鸡产业，马麟说：“上思大

路鸡入选国家畜禽遗传品种名录，并不是我
们的最终目的，恰恰相反，它只是我们开启
保护遗传新资源征程的起点，我们要把上思
大路鸡保护好、利用好，决不能让它从我们
手上消失，还要让我们的优质鸡走出十万大
山。”事实上，上思大路鸡在获得国家畜禽遗
传新资源审定通过之前，上思县群众一直是
有饲养的，但大都是自然散养，更没有一个
规范的保种场。

2022 年，广西农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100万余元，在思阳镇易和村六甘屯创办首
家较规范的上思大路鸡保种场。保种场总建筑
面积超过 1500 平方米，目前养殖存栏上思大
路鸡6000羽，其中种鸡3500羽，包括核心种
鸡800羽（母鸡720羽、公鸡80羽）。

广西农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思大路
鸡遗传资源保存单位，在政策、资金、技术上
得到了包括广西农业农村厅、广西大学、防城
港市农业农村局、上思县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与指导。

上思大路鸡入选国家畜禽遗传品种目录
后，上思县立刻出台了 《上思县 2025—2030
年加快上思大路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要求按照科学合理的保种方式，持续加
大上思大路鸡种质资源保护力度；申请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认证，注册上思大路鸡品牌；建立
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发挥联农带农机制，为
当地养殖户在上思大路鸡保种、养殖、产业加
工销售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和相关政策服务，
着力把上思大路鸡养殖产业打造成上思县畜禽
养殖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众人拾柴火焰高。截至目前，上思县已建
有较大规模养殖场20个，全县上思大路鸡肉
鸡存栏超过25万羽，建设保种场1个，种质资
源场4个，每年可向市场提供雏鸡20万羽。

市畜牧站站长袁成进对上思大路鸡有着更
高远的期待，他说：“上思大路鸡目前仅为本
品种利用，还没有与其他品种开展配合力测定
的研究，上思大路鸡种质资源优势还没有充分
开发利用。一旦展开研究，把上思大路鸡与其
他地方鸡品种杂交改良，种质资源必定会越来
越强。那时，上思大路鸡一定会走出十万大
山，走向更大的市场。”

(陆飞伶 侯东光)

上思大路鸡保种记

在柳城县东泉镇碑塘村谢家屯，10多
亩荷花肆意绽放，翠绿的荷叶间，饱满的
莲蓬点缀其中。村民周金云的身影不停穿
梭，正忙着采摘荷花，她的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她家的荷田，不仅绽放出美丽
的花朵，更结出了致富的 “金莲子”。

这已经是周金云种植荷花和莲蓬的第5
个年头，今年她家的种植面积大约为3亩。
进入采摘期的这个月，周金云已经有了超过
5000 元的收益。这可观的收入，源于她稳定
且不断扩大的销售圈。

周金云的儿子和女儿在柳州市工作，
每年荷花盛开的季节，一家人都会在微信
朋友圈发布销售荷花的图文或视频。久而
久之，便积累起不小的销售圈，也让周金
云结识了花店负责人，建立起稳定的供销
关系。如今，花店会以订单向周金云发布

采摘需求，每次订购 100—150 朵含苞待放
的荷花，每朵售价 5 元。周金云采摘打包
后，通过客车将荷花发往柳州市，便捷的
运输方式保障了荷花的新鲜度。除了荷
花，柳州还有一群稳定客户钟情于她的莲
蓬。莲蓬根据大小定价，大的 5 元一朵，
小的 3 元一朵，用途多样，既有用于观赏
的，也有用于品尝新鲜莲子的。

周金云说，她和其他的村民选择种植
荷花和莲蓬，是因为它的管理比较省心。
荷花和莲蓬生命力顽强，种植后管理相对
粗放，每亩只需按时施肥，便能静待花
开。这种低投入、易管理的特性，让她在
兼顾其他农活的同时，轻松照料荷田。如
果今年销量稳定，明年她还继续种植荷花
和莲蓬。

（冯艳芳 韦晓平/文、图）

连日来，在梧州市长洲区倒水镇大垌村的苍容高速互通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加
紧施工。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广西高速公路网，形成环广西快速通道，促进
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对进一步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广西“南向、北联、
东融、西合”的全方位开放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图为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何华文 摄影报道）

周金云：田间种出致富“金莲子”

梧州：苍容高速互通建设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