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底，农业农村部印发《关
于2023年全国“土特产”推介活动拟
推介“土特产”名录的公示》，青海省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八眉猪“土
特产”上榜，引发关注。

互助八眉猪是优良的地方猪种
资源，利用价值高，曾两次被农业农
村部确定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品种。此次上榜，不仅再次提高
了其知名度、认可度和美誉度，更重
要的是，将进一步助推地方农产品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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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助县农贸市场，“青货出青”展销中心

格外显眼，偌大的展厅内，琳琅满目的货品摆

放整齐，消费者几乎可以在这里一站式买齐所

有的青海特色产品，尤其以互助县农产品居

多。

据了解，该中心于 2024 年 1 月 20 日正式

营业，到 2 月 9 日除夕前，销售额达 160 万元。

消费者普遍反映，这里的东西品类齐全，价格

便宜实惠，尤其是青海地方特色产品，买得很

放心。

“这是互助县政府打造的一个青海省特色

产品销售平台，由我们公司主要负责。目前，

互助所有的特色产品都在这里。今后，有意愿

的其他地方企业都可以入驻平台，我们将通过

跟无锡的对口合作，让青海更多的特色农产品

走出去。”青海中厚公司总经理王君介绍。

在东西部协作方面，青海中厚公司和无锡

市新吴区已合作六年，起初是订单模式，公司

是按照订单供货。2023 年 4 月，互助县大力开

展东西部扶贫协作消费扶贫行动，开通了无锡

市新吴区青海“青藏特产”特色农产品线下体

验旗舰店，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供销机制，公司

也顺应形势走了出去。

“以前是人家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在无锡

设立了青海‘青藏特产’特色农产品线下体验

旗舰店后，当地消费者能看到更多来自青海、

来自互助的产品，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当地市场

的消费需求，及时对产品进行调整。青海中厚

公司基础扎实，我们的想法是，不仅要自己走

出去，还要带着全县、全市、全省更多企业走出

去，让青海的特色农产品被更多人所了解、所

喜爱。”王君说。

互助八眉猪：“走出去”更精彩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随着农

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农村创业前景的向好

发展，如今，回归农村创业就业已成为许多青年

人的选择。

在西宁市湟中区，就有这样一批 90后“新农

人”，他们年轻有活力，文化水平高，学习能力

强，接受新技术、新理念快，已成为带领乡亲们

增收致富的主力军。

4 月 23 日，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在湟

中区李家山镇河湾村，湟中盛夏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90 后“新农人”杨德龙开着播种机

在农田里来回穿梭忙碌。

“今年种了 13 公顷小麦，6.7 公顷油菜，目

前，小麦已经种完，剩的油菜估计 5、6 天就可以

种完。”杨德龙说。

农村是个大舞台。2015 年，杨德龙大学毕

业后，毅然返乡创业种庄稼，从父辈手中接过种

粮接力棒，开始逐梦乡村振兴。

“也想过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但是作为土生

土长的农村孩子，从小受父亲影响，还是对土地

有一份别样的情怀，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回乡种

地。这几年国家出台的‘三农’政策特别好，我

还年轻，不能只想着安逸，应该为自己的梦想拼

一把。”杨德龙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说 起 来 容 易 做 起 来 难 。 作 为 一 个“ 门 外

汉”，面对着选种、施肥、虫害防控等专业的农业

技术，杨德龙也曾茫然过。

“不会，我可以学，我还年轻，有时间，有精

力。”凭借着一股冲劲，杨德龙天天往地里跑，向

老一辈请教、向种田能手咨询，但凡有农技培

训，总能看到他的身影。边干边学，慢慢地，杨

德龙掌握了农作物生长的规律和种植要点。在

家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步步

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2016 年 2 月，湟中盛夏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成立，并获得湟中县青春创业扶贫贷款 34.7 万

元。

父亲杨占云从刚开始的不理解，觉得好不

容易供出来个大学生，最后又回到农村种地，但

在看到杨德龙的努力和坚持后，最终放心地将

种田接力棒交给了儿子。

“种地是门技术活，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技

术。我报名参加各种培训班，学习种养殖技术，

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成长了很多，最重要的是，

学到了很多好的种植技术和种植经验。”杨德龙

说。

随着方方面面不断提升，杨德龙对农业种

植有了更深理解。在他的悉心经营下，合作社

种植面积已增至现在的 20公顷。

20 公顷的土地从耕田到收割需要多少人参

与？“基本上就我和我爸，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

会请几名打杂工的乡亲过来帮忙。”在合作社农

机仓库里，停放了不少农业机械，有旋耕机、播

种机、收割机等，还有几辆专门运输农机的小货

车，杨德龙告诉记者，目前他的农田已经实现全

程机械化，耕田、播种、收割都不需要大量劳动

力。

种子的选择、肥料的配比、农机具的简单维

修，现在的杨德龙已经从“门外汉”变成了种地

的一把好手。他告诉记者，这都得益于学习和

实践，不仅每年抽时间去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

平时还会通过看书和线上培训学习种植技术。

“我始终相信，‘好日子是干出来的’。选择

返乡创业是我的选择，我将用青春和汗水浇灌

这片土地，为乡村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杨德

龙充满信心地说。

同为 90后“新农人”的刘建荣也是一名返乡

创业大学生，他于 2020 年回到家乡，成立了荣盛

家庭农场，加入到了种植行业。通过几年的努

力，如今，农场已初具规模。

见到他的时候，正值马铃薯种植时节，他在

地里忙碌着。“家庭农场从刚开始的 13.3 公顷，

到 2024 年种植面积增加到 67 公顷左右，主要种

植马铃薯、小麦和燕麦。这几天天气不错，我们

正在抓紧时间进行种植。”刘建荣说。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但当真正

开始种地的时候，也觉得很不容易。对政策不

了解、对技术不熟练、对市场不掌握，最初的时

候也曾迷茫过。不过，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

克服一切走下去。”从刚开始的经验不足到现在

的得心应手，刘建荣认为，这都离不开学习和实

践。

湟中区每年组织的新型农民培训班上，几

乎都能看到刘建荣的身影，小麦种植、马铃薯技

术推广、农业机械设备实用等课程，他一一认真

学习。

“通过参加区上组织的高素质农民培训，还

有课外的实践活动，我不断学习、积累种植经

验，同时，引进新型农业设备。不管是在管理

上，还是在实际生产的各个方面，努力让自己成

为新型的职业农民。”对于未来，刘建荣信心满

满。

近年来，湟中区培育了众多像杨德龙、刘建

荣一样的“新农人”。据了解，2023 年，湟中区培

训高素质农民 1240 人，学员通过考核获得结业

证书，持证率达 100%。

“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才，在于农民自

身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可持续能力的提升，要培

育广大农民‘想振兴 愿振兴’的意愿和志向。

要通过培训，发展壮大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湟中区农业产业发

展、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湟中区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胜明说。

本报记者 罗 珺 通讯员 俞惠珍

90后“新农人”逐梦田野

互助八眉猪，这一承载着丰富历史
和文化底蕴的地方品种，近年来在青海
省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的
精心培育与扶
持下，不仅成了
当地农牧业主
导产业，更成了
推动地方经济
发展、增加农牧
民收入的重要
力量。

我们说，产
业发展是品牌
建 设 的 基 础 。
互助县在推动
八眉猪产业发
展方面，采取了
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有力措施。

首先，注重
保护利用优势
资源，以“保用
结 合 、以 保 带
用、以用促保”
原则，建成了八
眉猪原种育繁
场和种质资源
场，为产业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其
次，加大投入力
度，支持产品精
深加工、购置设
备和建设冷冻
库等，提升了产
品附加值和市
场竞争力。再
次，坚持走“企
业+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推动八眉
猪产业增产扩能，实现产业规模化、标准
化发展。

品牌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互助县在品牌建设方面，同样下足了功
夫。

首先，通过向酒店、旅游景点推广等
方式，积极打造“高原、绿色、有机”生猪
品牌，提高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其次，
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利用多媒体渠道进
行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提高品牌影
响力和竞争力。再次，通过拓展开发市
场需求紧俏的系列产品，进一步丰富品
牌内涵，提升品牌价值。

综上，我们看到，互助八眉猪的产业
发展与品牌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
两者有机融合，才能真正把这一地方特
色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助力乡村经济振兴。我们期待，未
来互助八眉猪能够以更加鲜明卓越的品
牌形象，踏出高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罗

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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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加工八眉猪产品。

八眉猪预制菜系列。

八眉猪风干肉、肉脯、肉
干等旅游休闲食品。

1.互助八眉猪为什么受青睐？

八眉猪因其眉毛呈倒“八”字形、额头有细

而浅的“倒八字”皱纹而得名，又因其耳叶宽大

下垂，俗称为“大耳朵”猪，是在青海高原特定

环境下，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选择而形成的地

方猪种。八眉猪种质资源独特，生长周期长，

肉质好、色泽鲜红、细嫩多汁、脂肪品质好，符

合人们的营养需求，成为消费者喜爱的高品质

肉类。互助县每年产生近 10万吨酒糟，这些酒

糟是八眉猪得天独厚的优质饲料，成就了其肉

质好的优良特性。

据了解，八眉猪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品

种，驯养史长达 6000 余年，其种质资源独特，是

一座丰富的原种群和活的基因库，在农业部

2000 年 8 月 23 日发布的公告中，被确认为国家

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的 19 个猪种中位列

第一的猪种。

互助八眉猪产区的青海省河湟地区是我国

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

器时代，马家窑的上古先民就已经驯养了猪。直

至解放初期，青海省猪的品种全部为八眉猪，主

要分布在湟水流域和黄河沿岸的农业区。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外猪种的

不断引进，使青海八眉猪的数量逐年下降，至

1979 年 ，仅 存 栏 约 500 头 ，面 临 绝 种 的 境 地 。

为挽救这一优良猪种资源，使之在养猪业中发

挥作用，1981 年起，互助县在省农牧部门的领

导和支持下，建立了八眉猪保种场，进行八眉

猪的保种选育工作，开展保护和推广利用，为

互助县养猪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青海

省猪种改良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互助八眉猪已走

上产业化发展轨道，不仅是互助县政府重点支

持的特色产业，也是当地养殖户致富的当家猪

种。互助县按照“优化结构，注重特色，提升规

模养殖水平，重点发展生猪产业”的思路，依托

良好的生猪养殖基础和独有的八眉猪资源，大

力发展八眉猪产业，培育发展了互助八眉猪保

种场、青海中厚农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青海中厚公司）等一批八眉猪育种、

养殖、加工龙头企业，在塘川、威远、台子等地

建成八眉猪规模养殖场 14家、发展规模养猪户

近 8000家。

2.企业带动给八眉猪带来了什么？
生猪养殖已成为互助县农业支柱产业，

形成了贯穿育种、养殖、加工、冷链配送销售

等全链条产业化发展的布局。其中，青海中

厚公司作为全省最大的八眉猪肉类产品精深

加工研发生产基地，为互助八眉猪产业化发

展发挥了龙头引领作用。

该 企 业 在 自 有 八 眉 猪 养 殖 基 地 的 基 础

上 ，通 过 与 农 户 的 利 益 联 结 机 制 ，以 帮 助 农

民、富裕农民为目标，以订单保底、高于市场

价收购等方式与合作社及农户合作，采取“企

业+农户+养殖基地”的经营模式，养殖场年出

栏八眉猪约 3000 头，带动 120 多户农户发展生

猪养殖，户均年养殖收入达 2 万元以上，带动

相关从业人员 1000余人受益。

在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八眉猪

保种取得显著成效。现在互助县生猪养殖规

模达到百余万头，奠定了民营企业开展猪肉

加工的坚实基础。青海中厚公司董事长包海

宁介绍：“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互助八眉猪这

一猪种，品尝到我们的优质食品。企业将进

一步加大品牌建设力度，通过产品的精细化

分割和包装，以及开专卖店等举措，把优质优

价的产品进一步推向省内外市场。”

目前，该公司打造八眉猪肉快速冷却、分

割和卤制品生产线，完善优质猪肉供应产业

链，实现互助八眉猪“无公害养殖、标准化屠

宰与肉制品深加工”转化增值。同时，在深加

工上开发多种口味的互助八眉猪风干肉、肉

脯、肉干等旅游休闲食品。此外，近两年开发

的预制菜系列，如梅菜扣肉、酥合丸等也深受

省内外消费者喜爱。2024 年春节，企业还接

到了来自国内知名企业员工福利的订单，出

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将为青

海的农产品赋予高原特色的附加值，不论是

地域环境的加持，还是民族文化的加持，最终

形 成 独 特 的 有 机 产 品 。 落 实 到 我 们 的 产 品

上，形成优质优价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是可

以实现的。”包海宁表示。

3.如何开辟更加广阔的市场？

八眉猪产品在各种展会上深受欢迎。
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农户养殖场收购生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