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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崔立东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丁燕

让民猪与龙江大米一样走出
龙江，实现“一黑一白”闯天下。这
其中，“白”是大米，“黑”就是民猪。

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副所长
何鑫淼接受采访时介绍，我省今
年生猪出栏量约 2000万头，排名
全国中上游。我省是生猪生产大
省，但不是强省，原因是生产水平
差、生产效率低、精深加工能力
弱，大部分都是以“白条肉”供应

市场。他说，我省生猪养殖多为引
进品种，民猪是我省唯一地方猪品
种。经过抢救挖掘和保护，不仅保
住了猪种，而且实现巴民杂交猪年
出栏近 20万头，但这个比例还不
到全省生猪数量的百分之一。

何鑫淼表示，我省民猪经过培
育杂交，虽然产生了伊春“雪猪”、哈
尔滨信诚“巴民壹号”、“兰西民猪”
等笨猪品牌，但远没有形成东北民

猪品牌效应。他建议政府相关部
门在生猪良种繁育、新品种培育、规
模养殖场基础设施建设、精深加工
和品牌创建、保险和金融创新、产业
技术水平和机械化水平、粪污处理
种养结合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我
们的民猪是稀缺资源，它曾经有过
低谷，但必将重回高峰，满足人们对
浓郁肉香的渴望和回忆。”刘娣对东
北民猪的未来充满信心。

杀年猪、吃笨猪肉，是东北农村过春节的重要
年俗，也是东北人的乡愁。

民猪，原称东北民猪，在世界地方猪种优良度
排行榜中位列第四，是国家级保护猪种和世界粮农
组织中重点强调的保护品种。具有高繁殖力、耐
寒、抗逆及肉质优良等特点，是生产优质猪肉的优
良品种资源。

东北民猪历史悠久，广泛分布在东北三省，上
世纪中期猪种出现大幅衰减，经过几十年的抢救、
挖掘、保护、发展，东北民猪目前种群稳定，但其仍
处在保种层面。记者调查发现，如何让东北民猪实
现“育、引、繁、推”一体化发展，任重道远。

兰西县郊，一处写着“国家级民猪保种场”
的地方让很多人好奇。这就是有着 52年历史
的兰西县种猪场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保种’！为此，各
级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总经理蔡建成说，基
于东北民猪的来源和分布情况，1982年专家会
议将其改称民猪，但习惯上仍称东北民猪。

蔡建成介绍，东北民猪是中国华北型地方
猪种代表，上世纪 30年代，民猪广泛分布在东
北三省，依猪型分大中小三型，俗称“大民猪”

“二民猪”“荷包猪”。到上世纪50年代，大型和
小型民猪几乎绝迹，现存的民猪主要是中型民
猪。

“东北民猪长相丑陋，脸长、耳垂、全身黑
毛，又称黑猪。”蔡建成说，东北民猪可贵之
处，用东北话形容就是“皮实”、肉香，能耐零
下 28摄氏度低温和零上 30摄氏度高温，不挑
食、不生病，发病率和病死率比引进猪低 20%
以上。

为保护东北民猪品种，兰西县种猪场 1970
年成立，进行保种和繁育工作，并于上世纪 80
年代分别出口日本2对民猪、美国21头公猪。

经过几十年、几代养猪人和科技工作者的
辛勤努力，兰西县种猪场的东北民猪种群被完
好保存下来，先后获得“东北民猪之乡”“兰西
民猪”地理标志认证。经过提纯和复壮，目前
兰西国家级民猪保种场保有种猪460头。

“东北民猪肉主要特点用 10个字概
括——肉红、脂白、髓满、皮黏、花绽。”国
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黑龙江
省生猪产业技术协调创新体系首席科学
家、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刘娣，早在 2002年就带领 37人的科研团
队承担东北民猪的相关科研课题。

在专攻肉质特性分析的田明博士心目
中，样子黑不溜秋，看起来又丑又笨的东北
民猪，其肉质是引进猪肉质无法相比的。

“东北民猪肌肉水量少，干物质多，脂肪含
量适中，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风味氨基酸含
量高，具有色、香、味俱佳优点。”田博士说。

2017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优质品牌
猪肉大赛争霸赛”中，我省选送的“巴民一
号”民猪肉获得“5A级优质猪肉”奖；2018

年在天津举办的“首届全国优质猪肉品评
赛”中，兰西县选送的黑珠牌民猪肉获得
传统经典类一等奖。

“细、嫩、鲜、香，这四个字是对东北民
猪肉的高度概括。”刘娣说，“东北民猪肉
所以香，原因就是瘦（肉）中带肥（肉），肥
中带瘦的‘雪花肉’丰富，以及肉剪切力小
（肉嫩），提高香味的氨基酸多。”

刘娣教授团队
联合黑龙江省农业

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和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八一农垦大学、中国农业
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
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等五家
科研单位和多家企业进行
了“民猪优异种质特性遗传
机制、新品种培育及产业
化”研究。尤其是向企业
推广民猪养殖与配套技
术，通过利用促进保护。

“经过我们这个‘猪
团队’和‘猪队友’近 20
年的努力，我省东北民
猪纯种猪已从不足200
头，发展提升到 2200
头。”说起民猪保护
和发展的艰难历
程，刘娣略显激
动。

“2021年，全省 13个市（地）有 12个达
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城市达标
率为 92.3%，在国内领先。”说起去年我省
治霾的成果，赵学温脸上掩盖不住喜悦。

他表示，“十四五”期间我省将打响重污
染天气消除攻坚战、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和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等三个战役，全力
减少污染天气，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我省冬季散煤消耗总量为956万吨，
污染物排放量为 43.28万吨，成为影响空
气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2021年，哈尔
滨、绥化等重点地区削减替代燃煤 243.12
万吨。”他说，今年我省将开展重污染天气
应对专项行动。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降低重污染天气启动门槛，更新应急
减排清单，系统提升应对能力和水平。开
展散煤污染治理专项行动。集中攻坚散
煤污染治理“三重一改”，协同推进哈尔滨
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绥化市等 4个重
点城市散煤用量削减。

在兰西
东北民猪种猪仅460头

杂交品种获全国肉质A级

我省积极挖掘民猪经济效益

如何把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做为我省生猪高效优质养殖技术研发团队头雁团
队，20余年来，刘娣教授团队积极探索多种方式保护利用
东北民猪猪种。

通过科技创新，刘娣团队
多年来屡获殊荣：

●获得东北民猪研究专
利81项。

●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3项。

●2017年“民猪优异种质
特性遗传机制、新品种培育及
产业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在国家级民猪保种场兰
西县种猪场的基础上，刘娣团
队还在省内多地建种场：

●建立省级民猪保种场1
处。

●在伊春等地建立资源
育种场2处。

●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
地建省级民猪保种场备份场3
处。

同时，团队还在“以产促保”的
模式上取得了成功。

●团队对东北民猪及其杂交
商品猪在基本特性挖掘的基础上，
进行各阶段集成配套技术体系和
规范化管理体系建设；

●开发了民猪产业化信息平
台；

●研制出改善猪肉品质、提升
机体免疫力、抗热应激、促进生长
的饲料新产品，有效提高了民猪及
其商品猪养殖量及经济效益。

●与企业联合创立了“巴民壹
号”“雪猪”等著名商标。

●东北民猪、松辽黑猪（含有民
猪血统）、松巴民配套系，巴民杂交
猪在全国近20个省市进行了推广。

●仅黑龙江、吉林两省近年来
出栏近百万头，占两省优质特色猪
出栏量的 90%以上，在海南、福建、
江苏的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刘娣团队与福建华亚集团
海南中农谷野公司建立的海南民
猪科研创新基地，在海南设计建造
80万头出栏规模，本年度出栏民猪
及杂交猪10万余头。

目前，我省东北民猪产品销售
至北京、广州、三亚等地，口感、风
味倍受赞誉。

1.强强联手 2.以产促保 3.多地建保种场

4.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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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省空气质量达近7年来最好！
散煤治理、禁烧秸秆等铁腕治霾的同时，重污染天气应对专班功不可没

“这几年，秋冬季好天儿确实越来越多”“污染天儿少多了”……看到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上述
消息后，很多冰城市民深有感触。

记者调查采访中得知，我省“龙江好空气”的背后，除了散煤治理、燃煤锅炉淘汰改造、禁烧秸
秆等铁腕治霾外，还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

为推动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工作更精准、更科学，2021
年11月，我省成立了重污染天
气应对专班，建立了省级重污
染天气应对专家库。“千万不
要小瞧这支队伍，这是龙江好
空气背后重要的软实力。”1月
12 日，在黑龙江省生态环境
厅，大气环境处处长赵学温聊
起我省这支治霾智囊团，一种
骄傲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据悉，目前，省级重污染
天气应对专家库有 30余名专
家，涵盖重污染天气预测预
报、成因分析、现场执法、应急
预案、减排清单、重污染天气
应对后评估等多个方面。其
中，包含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知
名院校和机构的多名行业知
名专家和学者。

赵学温说，重污染天气预警是
提升重污染天气应对时效性的重
要手段，而以往我省启动标准是参
考国家技术指南设定（如黄色预警
启动条件为“预测AQI日均值>200
将持续2天（48小时）及以上”），但
由于我省秋冬季气候条件多变、不
利因素多期叠加，导致经常出现城
市日均值中度污染，且不满足预警
启动条件的情况。

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工
作人员李海智记得，为解决这一难
题，哈工大教授齐虹等专家建议，
预测AQI日均值>150将持续 2天
（48小时）或出现重度及以上重污
染天气时，参照执行应急预警三级
响应，这大大提高了我省重污染天
气应对的能力和水平。

意见被采纳后，2021年 11月
至12月，我省未出现重污染天气。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哈
尔滨市区好空气持续“在线”。但鲜
为人知的是，“好空气”背后，有无数
生态环境人和专家在与时间赛跑。

“经会商研判，这两天，佳木斯、
双鸭山、鹤岗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
量以良-轻度污染为主；哈尔滨、齐
齐哈尔、牡丹江、鸡西、七台河等地
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以轻度-中
度污染为主，局地可能重度污染。”
12月 9日一早，省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生态环境质量预报中心主任王国
梁签发预报时，感到深深的担忧。

“治霾不能等风来。”赵学温说，按照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技术要求，
需在重污染天气来临前的24小时至
36小时进行应急减排措施。

12月9日一上班，省生态环境厅
随即组织专家会商，并向相关城市政
府发送预警函，希望各城市按照要

求，对涉及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及
污染物减排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
苗琦告诉记者，他们同时还采用“互联
网+”监管方式，实时掌握企业污染物
达标排放情况。“我们指导帮助供暖企
业在保障百姓住上暖屋子的同时，切
实履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减排可以
在保证负荷的同时通过提高煤质等方
式来实现。”他说。

令人欣喜的是，10日、11日全省
13个城市仅牡丹江、鸡西、七台河城
市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其他城市均
为优良，让由不利气象条件导致的重
污染天气消失在萌芽状态。

“这次天气过程中，相关城市污
染物减排工作力度比较大。提前削
减排放量，污染物积累较少，没达到
浓度峰值就过去了。”复盘这次重污
染天气应对时，赵学温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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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高繁殖力、耐寒、抗逆及肉质优良等特点享誉世界
期待与龙江大米“一黑一白”走出龙江

距离东北名猪还有多远多远？？

保种策略

珍贵 ！

以产促保 ！

真香 ！

软实力软实力
2021 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4.8%，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重污染天
数比率0.5%，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58.3%，
是自2015年我省开展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以来，空气质量最好的一年。

揭秘龙江好空气背后的

兰西县种猪场外貌兰西县种猪场外貌

东北民猪杂交猪东北民猪杂交猪———巴民猪—巴民猪

刘娣刘娣接受接受
记者采访记者采访

蓝天下的哈尔滨大剧院蓝天下的哈尔滨大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