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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是青海重要的畜牧业

生产基地，当地属“高原型”藏羊的“祁连藏羊”，是

中国古老原始品种之一。2020 年，农业农村部等八

部委认定青海省祁连县“祁连藏羊中国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为第三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清 明 节 前 夕 ，记 者 来 到 这 片“ 祁 连 山 下 好 牧

场”，春的气息在这里略显羞涩，牧草在薄雪覆盖下

微微露出嫩芽，如棋子般散落草原的牛羊，在静待

肥沃和丰盈的到来。

在祁连县峨堡镇黄草沟村爱牧家庭牧场，随着

头一年秋冬时期多胎藏羊的盛产，今年新生的羔羊

成了这片牧场上的“焦点”。倾听着小羊羔此起彼

伏的咩叫声，喜悦在管理员雅赛杰脸上荡漾开来。

“过去，面对藏羊繁殖率低、畜群周转慢、疾病

防治知识欠缺等困难，加之没有养殖经验，在刨除

草料、人工等费用后，牧场连年亏损。”雅赛杰感慨。

2018年，牧场负责人请教专业人士，学习祁连藏

羊饲养管理、繁殖、防疫等技术，并用科学手段提高

藏羊繁殖率、减少养殖成本、加快羊群周转。2021
年，通过两年三胎技术高效繁殖 4500 只羔羊，爱牧

家庭牧场也通过了祁连县农牧部门的多项考核，被

评为祁连县一类家庭牧场。

““20232023 年冬天年冬天，，通过多胎扩繁技术通过多胎扩繁技术，，牧场的母羊牧场的母羊

产下了产下了 4040 对小羊羔对小羊羔。。””如今如今，，牧场已经从最初的牧场已经从最初的““养养

殖小白殖小白””成为成为““养殖经营能手养殖经营能手””，，村民们也通过家庭村民们也通过家庭

牧场扩大了收入渠道牧场扩大了收入渠道。。

伴随着家庭牧场的规模化发展伴随着家庭牧场的规模化发展，，牧场负责人李牧场负责人李

积全有了新想法积全有了新想法。。他想进一步扩大牧场规模他想进一步扩大牧场规模，，将原将原

先单一的养殖出售活体羔羊的经营方式转变成集屠先单一的养殖出售活体羔羊的经营方式转变成集屠

宰宰、、加工加工、、包装包装、、销售为一体的多元化全产业链模式销售为一体的多元化全产业链模式，，

这样每只羊的产值可提升这样每只羊的产值可提升2020%%。。

同时同时，，李积全还计划以李积全还计划以““牧场＋牧户牧场＋牧户””的经营模的经营模

式式，，鼓励周边牧户开展高效养殖鼓励周边牧户开展高效养殖，，他负责订单收购以他负责订单收购以

及加工销售及加工销售，，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带动大家共同致富。。““一家富不是富一家富不是富，，乡乡

亲们一起富才是真的富亲们一起富才是真的富！！””李积全带着本村李积全带着本村 2020 户户 4040
余名乡亲共同走上致富之路余名乡亲共同走上致富之路。。

““通过合作社白藏羊通过合作社白藏羊‘‘核心群核心群’’和无角白藏羊的和无角白藏羊的

培育培育，，出栏的羊羔价格卖得好出栏的羊羔价格卖得好，，今年的收入也好今年的收入也好，，大大

家都很高兴家都很高兴。。””白石崖村村民才让开心地说白石崖村村民才让开心地说。。在祁在祁

连县峨堡镇景枫现代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连县峨堡镇景枫现代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记者看记者看

到到，，成群的无角白藏羊伴着水鸟的鸣叫悠闲漫步在成群的无角白藏羊伴着水鸟的鸣叫悠闲漫步在

草场草场。。

白藏羊是我省优势畜种之一白藏羊是我省优势畜种之一，，也是肉也是肉、、毛毛、、皮兼皮兼

用的高原型藏系绵羊类型之一用的高原型藏系绵羊类型之一，，对高原自然气候条对高原自然气候条

件具有良好适应性件具有良好适应性。。

位于祁连县城以东的景枫牧业依托优渥的草场位于祁连县城以东的景枫牧业依托优渥的草场

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专业养殖无角白藏羊并打造祁连白藏羊专业养殖无角白藏羊并打造祁连白藏羊

核心群核心群，，同时研发同时研发、、加工加工、、销售本地特色农畜产品销售本地特色农畜产品，，以以

生态旅游生态旅游、、自然教学为主题自然教学为主题，，开发文旅相融合的新型开发文旅相融合的新型

农牧业农牧业。。目前目前，，合作社已形成从羊只生态养殖合作社已形成从羊只生态养殖、、活畜活畜

交易交易、、屠宰加工屠宰加工、、产品销售到餐饮连锁产品销售到餐饮连锁、、生态旅游等生态旅游等

的一条完整产业链的一条完整产业链，，不仅提高了产业整体效益不仅提高了产业整体效益，，还为还为

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20232023 年年，，合作社积极响应青海推出的合作社积极响应青海推出的‘‘牛羊经牛羊经

纪人纪人’’政策政策，，带动周边牧户解决出栏难问题带动周边牧户解决出栏难问题，，形成形成

‘‘公司＋牧户＋商家公司＋牧户＋商家’’的三角闭环模式的三角闭环模式，，进一步优化进一步优化

畜群结构畜群结构，，减少养殖端所带来的高成本减少养殖端所带来的高成本、、低产出的低产出的

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提高活畜周转率提高活畜周转率、、变现率变现率。。””合作社养殖合作社养殖

负责人叶旦多杰告诉记者负责人叶旦多杰告诉记者。。

““为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产业为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产业

体系体系，，高质量建设省级藏羊牦牛现代农牧业产业高质量建设省级藏羊牦牛现代农牧业产业

园园，，祁连县现已建成祁连县现已建成 55 个藏羊个藏羊、、牦牛牦牛‘‘万千级万千级’’标准标准

化生产基地和养殖基地化生产基地和养殖基地，，‘‘二园二区三点四带五基二园二区三点四带五基

地地’’的农牧业发展新格局初步构建的农牧业发展新格局初步构建，，‘‘企业企业++新型经新型经

营主体营主体++农牧户农牧户’’产业化联合发展模式综合效应初产业化联合发展模式综合效应初

步显现步显现，，‘‘祁连牦牛酸奶祁连牦牛酸奶’‘’‘天境祁连羊肉天境祁连羊肉’’入选全国入选全国

乡村特色产品目录乡村特色产品目录。。‘‘祁连山下好牧场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区域公用品

牌的知名度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美誉度和影响力、、发展力得以全面提发展力得以全面提

升升，，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强支撑力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强支撑力。。””祁连县祁连县

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局长东生辉介绍到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局长东生辉介绍到。。

近年来近年来，，我省充分挖掘青南我省充分挖掘青南、、环湖环湖、、东部藏羊不东部藏羊不

同优势同优势，，分层次分级对接市场分层次分级对接市场，，加快推动藏羊绿色加快推动藏羊绿色

饲养饲养、、精深加工全程可追溯精深加工全程可追溯，，让青海藏羊肉优质优让青海藏羊肉优质优

价价、、特质特价引领市场特质特价引领市场。。着力打造着力打造““中国藏羊之府中国藏羊之府””

公用品牌和公用品牌和““祁连藏羊祁连藏羊”“”“刚察藏羊刚察藏羊””等区域品牌等区域品牌，，产产

品种类达品种类达 200200 多种多种。。““青字号青字号””藏羊知名度和影响力藏羊知名度和影响力

不断提升不断提升。。

同时同时，，立足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立足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全

省聚焦健康绿色有机省聚焦健康绿色有机，，取得国家有机认证草场面积取得国家有机认证草场面积

达达 600600 余万公顷余万公顷，，建成全国最大的以牦牛藏羊为主建成全国最大的以牦牛藏羊为主

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已有已有 600600 余万余万

头头（（只只））牦牛藏羊追溯数据上传到省级平台牦牛藏羊追溯数据上传到省级平台。。

“念羊经”“发羊财”

青海藏羊产业强起来
——“打造青字号 走好振兴路”系列报道之一

AA 念好“羊”经 助牧富民

吃得绿色吃得绿色、、安全安全、、多样化多样化、、精细化是现下许精细化是现下许
多消费者的追求多消费者的追求，，由此由此，，产自产自““中国藏羊之府中国藏羊之府””
青海的绿色有机藏羊肉成为大家的首选青海的绿色有机藏羊肉成为大家的首选。。

藏羊产业是青海的资源优势产业藏羊产业是青海的资源优势产业，，从羊肉从羊肉
手抓到烤羊肉串手抓到烤羊肉串、、烤全羊烤全羊、、生烤羊排生烤羊排、、缸子肉缸子肉
等等，，与羊肉有关美食的迭代升级与羊肉有关美食的迭代升级，，让青海羊肉让青海羊肉

美名远扬美名远扬。。
作为青藏高原的特色优势畜种作为青藏高原的特色优势畜种，，如今如今，，藏藏

羊在整个产业中衍生出多种业态羊在整个产业中衍生出多种业态，，优势突出优势突出，，
发展潜力巨大发展潜力巨大，，成为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生产成为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生产、、
生活的民生产业生活的民生产业，，同时也是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同时也是推进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支柱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近年来，，青海省按照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建青海省按照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建
设设““产业四地产业四地””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加快农牧业加快农牧业““三品一标三品一标””
发展步伐发展步伐，，建设藏羊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藏羊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奋力推奋力推
进藏羊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进藏羊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将藏羊产业将藏羊产业
打造成生态保护的样板产业打造成生态保护的样板产业、、科技兴农的典范产科技兴农的典范产
业业、、转型升级的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产业、、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继继 20202020 年青海牦牛年青海牦牛
产业集群入选农业农村产业集群入选农业农村
部部、、财政部批准建设的财政部批准建设的5050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之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之
一一，，成为青海省第一个建成为青海省第一个建
设的产业集群之后设的产业集群之后，，20212021
年年，，青海藏羊紧随其后入青海藏羊紧随其后入
选选，，为全省藏羊产业发展为全省藏羊产业发展
再添新动力再添新动力。。

如今如今，，在全国藏羊主在全国藏羊主
产区青海产区青海，，其产业形态从其产业形态从

““小特色小特色””到到““大产业大产业””迈迈
进进，，空间布局由空间布局由““平面分平面分
布布””转型为转型为““集群发展集群发展””，，
产 业 发 展 优 势 效 益 初产 业 发 展 优 势 效 益 初
显显。。目前目前，，青海藏羊有了青海藏羊有了

““祁连藏羊祁连藏羊”“”“茶卡藏羊茶卡藏羊””
““河南欧拉羊河南欧拉羊”“”“天峻藏天峻藏
羊羊”“”“刚察藏羊刚察藏羊”“”“玛多白玛多白
藏羊藏羊””等诸多地理标志产等诸多地理标志产
品品，，其中其中““茶卡藏羊茶卡藏羊”“”“祁祁
连藏羊连藏羊””被农业农村部认被农业农村部认
定为特色优势农产品定为特色优势农产品。。

与此同时，我省建立
农牧业科技创新羊产业平
台和农技推广体系，制定
13项地方标准，获得50余
项科技成果，并推广应用
藏羊高效养殖集成技术、
特色藏羊产品精深加工关

键集成技术，实现“两年三胎”快速扩繁和
藏羊肉高端制品的开发。

扎实的产业底子、完善的政策构架、
相对健全的产业链条、雄厚的科技力量、
牢靠的群众基础……综上，青海完全有能
力建设特色优势突出、产业结构合理、支
撑发展有力、利益联结紧密、规模效益明
显的青海藏羊重大集群产业。

产业集群化与企业之间是互相依存、
互相成全的关系，龙头企业在集群产业建
设中起着引领和带动的重要作用。相关调
查显示，目前我省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近
1000个，藏羊相关省级以上联合体大部分
主要以养殖龙头企业为核心。在藏羊产业
快速发展中，这些企业已探索出适应牧区
发展的“股份制”“联户制”“大户制”“代牧
制”等典型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

企业的创新、发展建设，以及产业链
的延伸和优化对合作社、农户的增收，甚
至对产业发展前景都有一定影响。政府
及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让产业基础不断
夯实，链条培育更加成熟，科研技术不断
深化，也让“青海藏羊”绿色品牌更加响
亮，产业集群建设更加深入。

多年来，我省坚持走“生态青海、绿色
农牧”发展道路，通过建设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优化产业区域布局，提高生产加工
环节标准化程度，健全完备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多层次利用、多环节
增值，提升产业规模效益和质量效益，进
一步提高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拓宽农牧民
增收渠道，增强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我们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绿色农牧
产业加入青海产业集群建设的大潮并集
群成链，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打下坚实基础，成为农牧产业高质量
发展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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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羊是青藏高原特有的、不可替代的一

个古老绵羊品种，是青藏高原的优良畜种，经

过长期自然选择和广大牧民群众辛勤培育

形成，能适应高寒牧区严峻生态环境，也是青

藏高原特有的畜种资源和宝贵的基因库，为

发展藏羊繁育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

受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长期影响，目

前青海藏羊有高原型、山谷型和欧拉型三种，

其数量分别占全省总数的88%、8%和4%。

高原型藏羊是藏羊的主体，其体格大，

身躯长，背腰平直，整个体形似长方形，多有

角，体躯毛色以白色为主，毛纤维长，光泽和

弹性好，强度大，由它织成的产品具有良好的

回弹力和耐磨性，是织造地毯的上等原料。

山谷型藏羊体格小，体型结构紧凑，似

圆桶状，背腰平直，公羊多有角，母羊多无

角，毛色较杂。

欧拉型藏羊多分布于青南地区欧拉型藏羊多分布于青南地区，，体质结体质结

实实，，肢高体大肢高体大，，背腰较宽平背腰较宽平，，公羊角粗而长公羊角粗而长，，

母羊角较细小母羊角较细小，，头头、、颈颈、、四肢多为黄褐色花四肢多为黄褐色花

斑斑，，羊皮质地致密羊皮质地致密，，柔韧性好柔韧性好。。

青海毛肉兼用细毛羊是青海毛肉兼用细毛羊是 19781978 年培育成年培育成

功的功的，，分为罗茨新藏型和茨新藏型两个类分为罗茨新藏型和茨新藏型两个类

型型。。罗茨新藏型主要分布在海南藏族自治罗茨新藏型主要分布在海南藏族自治

州和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和海北藏族自治州，，羊体躯粗深羊体躯粗深，，四肢稍四肢稍

矮矮；；茨新藏型主要分布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茨新藏型主要分布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治州，，羊体躯较长羊体躯较长，，四肢较高四肢较高。。

青 海 毛 肉 兼 用 半 细 毛 羊 的 培 育 始 于青 海 毛 肉 兼 用 半 细 毛 羊 的 培 育 始 于

19631963 年年，，19871987 年通过品种鉴定年通过品种鉴定，，历时历时 2424 年年，，

是我国育成的第一个半细毛羊品种是我国育成的第一个半细毛羊品种，，目前是目前是

我省开展绵羊改良的主要品种我省开展绵羊改良的主要品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谭梅谭梅 整理整理））

你了解藏羊吗？

3 月 28 日，在位于海北州祁连县冰沟畜

牧产业化园区内的祁连亿达畜产肉食品有

限公司，记者见到忙碌了许久后的安军东，

这两天他着手改扩建车间规模和清理、消毒

等工作，等待新一轮牛羊屠宰季的到来。

“ 去 年 出 栏 的 牛 羊 已 经 销 售 得 差 不 多

了，年前市场销量最高的一天，销售额达到

了 10 多万元。”安军东说，2023 年，公司工业

产 值 达 6000 多 万 元 ，销 售 收 入 4800 多 万

元。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随着市场逐

步稳定，亿达公司从一开始只做牛羊肉粗加

工到后来添加精深加工线，规模化生产发

展，不断增加了“祁连藏羊”的附加值。同

时，为了满足城市客户需求，公司将一只羊

分割成 30 余种品类，进行礼盒、贴条小包装

销售，这种小规格牛羊肉在上海、山东、江苏

等地很受欢迎。

“目前，我们有特色藏羊养殖、屠宰、加

工、活畜交易等多个环节，产业链一体化发

展效益明显，未来，将不断提高产业链各个

环节紧密协作、联动发展，提高产业链增值

能力，同时建立按标生产制度，强化全程质

量控制，打造绿色有机产品精品，扎实做好

藏羊全产业链标准化工作。”安军东表示。

销售火爆的背后，往往都有品牌和品质

的保证，以及量的累计。为此，祁连县相关

部门在牵线搭桥、链接乡镇牧户和企业、带

动牧民增收致富的同时，在品牌培育上下足

了功夫。

据介绍，祁连县拥有全国最大的有机生

态牧场，认证有机草场 93.97 万公顷。依靠

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和区域特征，祁连县全

力推动品种优化、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不断

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畜牧业

产业正在迈入高质量发展。

秋季是青海藏羊的集中出栏季。每年

11 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青海开

泰农牧开发有限公司香日德活畜交易市场

内，万羊存栏，蔚为壮观。

“青海藏羊每年 9 月至 10 月集中出栏，

发往全国各地。这期间，我们在做好活畜

收购和交易工作的同时，再经过加工生产

运往省内外市场。每年仅 10 月份，大概能

运 出 10 万 只 藏 羊 。 每 年 香 日 德 活 畜 交 易

市场共向全国各地发送藏羊 (活畜)50 万只

左右，保障了当地牧户活畜出栏以及市场

的 需 求 供 应 。”开 泰 公 司 总 经 理 马 海 麟 告

诉记者。

藏羊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的开泰农牧

公司是我省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近

年来，在省州县农业农村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公司积极投身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建设工作，通过资金投入、政策引导和

深化产业链各个环节，打造以藏羊产业为主

的现代农牧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形

成“企业＋基地＋合作社＋农牧民”的藏羊

产业发展模式，积极打造“东昆仑”青字号农

畜品牌，做大做强藏羊产业。

“近年来，公司农产品销售额逐年增长，

而‘绿色有机’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2023
年 8 月，公司成功入选第一批农业高质量发

展标准化示范项目（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化示范基地），给了我们继续做好的动

力。”马海麟自豪地说。

2020 年，由开泰农牧公司牵头，11 家农

牧企业、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养殖专业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共同组建成立青海东昆仑藏

羊 产 业 化 联 合 体 ，通 过 饲 草 种 植 、牛 羊 养

殖、肉食品加工和线上线下交易平台，将联

合体成员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实现经营稳

定性和利益最大化。同年，公司还被评为

青海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其藏羊养殖

基地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国家级肉羊标准

化示范场”。

“到 2025 年，我们力争联合带动养殖大

户、专业合作社、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50个，带

动农牧户 3000 户以上，提升发展档次，打造

‘东昆仑’藏羊品牌，努力实现藏羊产业振

兴。”马海麟表示。

BB 品牌引领 发起“羊”财

“2024 年初，我们的两个品种‘青海细毛

羊’和‘西藏羊’都获得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青海省种羊繁育推广服务中心（三角城种羊

场）党委书记仁欠本向记者介绍中心这两年

正在研究并进行的青海细毛羊和高原型藏羊

优秀种质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工作。

为加快藏羊遗传改良速度，优化羊群结

构，提高藏羊生产性能，最大限度提高优秀种

公羊的利用率，2023年，中心首次开展藏羊人

工授精试验，在 300 只母羊试验群中成功完

成 152 只人工授精工作。作为青海省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绵羊产、学、研基地和良种繁育

推广基地，中心围绕种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规

划，充分利用高效养殖技术、有机认证和设施

设备优势，建立有机畜产品养殖、屠宰、加工、

销售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优质优

价。

作为绵羊作为绵羊（（西藏羊西藏羊））育种联合攻关的牵头育种联合攻关的牵头

单位单位，，中心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联合推进育种攻关工作所联合推进育种攻关工作，，通过运用现代分通过运用现代分

子育种理论和分子基因检测等育种技术子育种理论和分子基因检测等育种技术，，开开

展了藏羊多胎展了藏羊多胎、、体大体大、、无角品系以及青海细毛无角品系以及青海细毛

羊多胎的选种选育工作羊多胎的选种选育工作，，目前已取得了藏羊目前已取得了藏羊

育种联合攻关阶段性成果育种联合攻关阶段性成果。。

高效养殖是产业集群建设中的重要一高效养殖是产业集群建设中的重要一

环环，，是为了让藏羊优势特色产业经济是为了让藏羊优势特色产业经济、、社会和社会和

生态效益更大地显现生态效益更大地显现。。

近年来近年来，，我省加大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我省加大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群，，目前目前，，青海藏羊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项青海藏羊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项

目共涉及西宁市目共涉及西宁市、、湟源县湟源县、、共和县等共和县等 1515 个县个县

区区。。通过项目建设通过项目建设，，全省藏羊产业布局不断全省藏羊产业布局不断

优化优化，，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精深加工水平明显精深加工水平明显

提升提升，，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产业链条日趋完善。。

记者从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记者从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

了解到了解到，，通过三年建设通过三年建设，，我省藏羊集群区域我省藏羊集群区域

内全产业链产值由内全产业链产值由 20202020 年的年的 106106 亿元增加亿元增加

到目前的到目前的 187187 亿元亿元。。主导产业全产业链条主导产业全产业链条

不断完善不断完善，，由省内科研院所推广的藏羊由省内科研院所推广的藏羊““高高

效养殖效养殖”“”“多胎选育多胎选育”“”“特色藏羊产品精深加特色藏羊产品精深加

工关键集成技术工关键集成技术””等技术成果转化成效显等技术成果转化成效显

著著。。

围绕藏羊产业围绕藏羊产业，，全省新增全省新增 44 家国家级重家国家级重

点龙头企业点龙头企业，，1212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创建创建 33
家省级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家省级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创建创建““共和县共和县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天峻县天峻县、、祁连县祁连县、、乌乌

兰县兰县、、贵南县贵南县、、德令哈德令哈 55个藏羊产业的省级现个藏羊产业的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园区内企业园区内企业、、合作社合作社、、养殖户养殖户

利益联结紧密利益联结紧密。。

建立青海藏羊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生产加建立青海藏羊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生产加

工基地工基地、、建设茶马互市线上销售交易平台建设茶马互市线上销售交易平台、、建建

设活畜交易市场……伴随着优势特色产业集设活畜交易市场……伴随着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建设群建设，，我省藏羊产业在品牌营销我省藏羊产业在品牌营销、、技术创技术创

新新、、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质量检测等方面水质量检测等方面水

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目前目前，，““藏羊产业藏羊产业””有效有效

期内的绿色食品有期内的绿色食品有 1717 个个，，有机农产品有机农产品 3131 个个，，

地理标志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1313个个。。

通过通过““资源变资产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资金变股金、、牧民变牧民变

股东股东””，，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以了形成以了““梅陇模梅陇模

式式”“”“拉格日经验拉格日经验”“”“岗龙做法岗龙做法”“”“祁连路子祁连路子””等等

为代表的一批股份合作制模式为代表的一批股份合作制模式，，涌现出涌现出““生产生产

创业创业”“”“生产托管生产托管”“”“托管流转托管流转”“”“资产入股资产入股”“”“资资

产收益产收益”“”“技术培训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的联农带农等多种方式的联农带农

模式模式。。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藏羊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藏羊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带动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150150
多个多个，，带动全省农牧户带动全省农牧户 11..7878万户万户，，农牧民人均农牧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加可支配收入增加 35003500 元元，，为我省藏羊主产区为我省藏羊主产区

农牧民增收提供了强力保障农牧民增收提供了强力保障。。

CC 集群发展 特色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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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藏羊人工授精试验。 张晓东 摄
本版背景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顾植霞 摄

双胞胎祁连
小藏羊和它们的
妈妈。

祁连县融媒
体中心供图

企业加工车间内即将入市的
胴体藏羊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谭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