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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禽之宝琅琊鸡”入选国家
级特质农品之前，六汪镇“隆铭牛
后部肉系列”获得2021年第二批农
业农村部“特质农品”称号，是国内
首个获得该称号的肉类产品；祝兹
旱稻、胶河大白菜等10余个品牌均
已申请商标或申报自主产权；胶河
黑山羊被列为青岛市畜禽品种保
护目录，正在组织申报国家级审
定……这一系列种业创新成绩的
取得都离不开六汪镇实施的良种
扶持计划。该计划大力实施种业市
场净化行动，通过引导种业项目落
实商标注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
护优秀种质资源，落实种业项目申
报管理、种质资源普查及种业监管
等工作，强化良种推广和种子质量
全程监管，为打好种业“翻身仗”营
造了良好的环境。
　　与此同时，六汪镇以打造种业
强镇为目标，全面构建“政府引导
+自主创新+市场运作”的种业一
体化发展体系，加速培育壮大种源
自主可控的种业企业，做强种业经
济，抓牢农业命脉，以种业振兴助
推乡村振兴。
　　为了做好种业创新服务保障工
作，六汪镇成立由镇党委主要负责
人牵头的种业培育服务专班，研究

制定良种繁育保障办法，建立“镇-
企业-党员”三级联动推进机制，一
对一派驻种业项目党员联络员，解
决企业资金、用地等问题。探索打造
具备办公、展览、学术交流等功能的
种业服务平台；建设数字化监控管
理平台，对基地状况、种植加工、仓
储物流等种子生产全过程，以及质
量追溯和生产评价等信息进行实时
监控。
　　六汪镇还聚焦培育具有重大
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
品种，由镇党委牵头成立种业专家
智库，协调农业研究员、种业专家、
高校教授、优秀科研人员等区镇两
级种业技术人员下田入企，与山东
农业大学、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
山东华盛农业研究院等20余家科
研院校共建社会实践基地，开展良
种联合攻关，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优秀品种，攻克一批
关键核心技术。
　　下一步，六汪镇将继续高质量
打造种业小镇，探索构建“产学研结
合、育繁推一体”的种业创新体系，
加速攻关农业“芯片”，充分发挥种
业企业优势，创建种业自主品牌，实
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
控，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六汪镇“禽之宝琅琊鸡”入选“国家级”特质农品名录

琅琊鸡“复活”背后的种业“芯”力量
　　□本报记者 梁玉鹏

　　琅琊鸡原产于西海岸南部沿海的琅
琊、泊里等一带，历经千年的自然进化和
独特的海洋性气候环境，形成了野性足、
抗病力强等品种特点，十分适合野外环境
生长。天生好动的习惯，使得琅琊鸡脂肪
含量低，肉质更加结实、鲜美。
　　近年来，六汪镇立足农业大镇实际，
全面构建“政府引导+自主创新+市场运
作”的种业一体化发展体系，大力实施良
种扶持计划，做好琅琊鸡、隆铭牛等本地
优良品种的繁育工作，做强种业经济，加
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日前，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公示了
2024年第二批特质农品登录信息，六汪镇

“禽之宝琅琊鸡”榜上有名。

　　据了解，位于六汪镇野潴村的青岛
禽之宝琅琊鸡育种有限公司于2015年
成立，主要从事琅琊鸡遗传资源保护、
家系育种、基因组选择、优良基因选育、
生产性能测定等科研工作，进一步提高
琅琊鸡的生产性能和肉质风味，以满足
消费者对高品质地方品种鸡的需求。
　　“琅琊鸡的蛋外壳粉红、个头适
中，蛋黄大而松软且呈深黄色，蛋清浓
稠透亮，口感纯正清香，在五十多年
前，是当地结婚盖房礼单上的‘必需
品’。”一说起琅琊鸡，青岛禽之宝琅琊
鸡育种有限公司创始人龚玉波滔滔不
绝，1980年参加工作时，他就开始接触
良种鸡的育种和引进推广，也就是在
那时候，政府开始对琅琊鸡这一青岛
本土特色鸡种进行调查考证和评定认
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琅琊鸡还是
本地的当家品种。但到了改革开放以
后，为了追求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各
地纷纷开始引入国外品种，琅琊鸡受
到速成肉鸡的冲击，逐渐退出了主流
市场。”龚玉波告诉记者，市场上常见
的麻鸡等肉食鸡100天到120天就能出
栏，而琅琊鸡至少需要180天，更长的
成长周期意味着更高的养殖成本，老
百姓逐渐从养殖琅琊鸡转而选择养殖
外来鸡种。除了饲养量的“断崖式”下
跌，种群也逐步杂交退化，纯种琅琊鸡

一度难觅踪迹，这一宝贵的品种遗传
资源濒临灭绝。
　　1994年，龚玉波开始担任原胶南
市良种鸡场场长，鸡场开始承担琅琊
鸡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并建立起最早
的琅琊鸡原种。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刚
开始时，找到的鸡种基本只具备县志
上记载的多项外貌特征中的一两种。

“为了找到复活琅琊鸡的‘火种’，我们
可费了不少力气，大半年时间跑了上
千户人家，基本转遍了整个西海岸。记
得有一次听老乡说，大场镇有个农户
家里‘鸡的外形看上去挺正宗’，最终
我们在一群散养鸡中，发现几只鸡外
貌体征和琅琊鸡的描述十分接近。”龚
玉波说，长时间的实地探访终于取得
了回报，他和同事们都很兴奋，尽管只
有几十只，但终于留住了琅琊鸡这一
珍贵的地方优良品种。
　　建立起了琅琊鸡原种群后，龚玉波
和同事们又利用群体保种法进行琅琊鸡
的基因提纯、个体表型选育等关键工作，
使琅琊鸡从品系之间选育到了群体的提
纯繁育阶段。用了十多年时间，经历了二
十五个世代群体保种、不间断提纯、选
育，琅琊鸡的基因纯度达到95%以上，建
立起琅琊鸡核心基础群3000只、公鸡家
系300个。到了2015年，纯正的琅琊鸡开
始大批投放市场。

十余年提纯繁育，“复活”纯正琅琊鸡 做强种业“芯片”，绘就农业“丰”景

　　“禽之宝琅琊鸡”入选“国家级”特质
农品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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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项目签约落地，全省
首家集成电路备件中心仓开仓，集
成电路装备产业园等3个产业链项
目签约落地。
　　在基因与细胞产业方面，青岛
自贸片区出台支持基因科技产业孵
化器的试行政策，推动产业集聚、链
条发展。重组人白蛋白项目签约落
地，海洋生物基因编辑育种中心项
目开工建设，华大健康医疗产业园
项目拟于10月建成投用，省内首个
基因治疗和mRNA药物合生CRO

建成运营，国家级“东北中南部高油
高产大豆品种设计与培育”项目正
式启动。
　　在智能家电产业方面，青岛自
贸片区加快水智造产业园8个产业
项目建设，其中水生态互联工厂项
目主体厂房建设完工，正在安装设
备；日本斑科变频项目已完成主体
建设，正在进行洁净车间装修；代傲
电控板项目产能进一步提升；施特
劳斯净水设备项目开工建设。
　　此外，为提升政务服务质效，

青岛自贸片区今年深入开展“六大
专项提升行动”，推动营商环境再
上新台阶。片区建立问题动态收集、
联动处理机制，全年办理企业诉求
13557件次，办结率99%；举办第二
届海事司法创新大会，发布北方首
个 临 时 仲 裁 指 南 ，与 青 岛 海 事 法
院、上海海事大学联合共建高端航
运服务人才培训基地，青岛中央法
务区自贸法务区揭牌运营。片区连
续四年获评“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
产业园区”。 

　　下一步，青岛自贸片区将加快
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聚力推
进“12345”工作提质增效，即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聚焦高效能制度创新、
高质量产业发展两大任务，强化健
全工作机制、提升作风能力、优化营
商环境三项保障，着力产业转型、园
区运营、国企经营、安全管理四个升
级，推进现代海洋、国际贸易、航运
物流、现代金融、先进制造五大产业
创新发展，不断增强改革开放综合
试验平台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