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乎乎的半大小猪正在田地里奋力地拱着，一
旁几只肉嘟嘟的猪仔着急地追着猪妈妈，懒洋洋的
长毛大猪一副守卫者模样……在那曲市嘉黎县尼屋
乡藏香猪原种保护基地里，大大小小的藏猪活蹦乱
跳，四处奔跑。该基地于2018年正式运行，是集规
模化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实体企
业，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以产、
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推动尼屋乡产业发展。

嘉黎县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扎西次旺表示，
近年来，尼屋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藏香猪产业发展，
始终把藏香猪产业发展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展经济、促进农牧民增收的
一项重要措施，不断发展现代藏猪业，打造富民特色
产业，让农牧民群众的致富道路越走越宽。同时，还
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全
力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持续推动特色产业规范化
发展，逐步形成了以藏香猪保种繁育为主、产品销售
为辅的运营模式。2020年嘉黎藏香猪获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称号。
据统计，在那曲市嘉黎县尼屋乡藏香猪原种食

品加工基地，藏香猪存栏共计143头，其中能繁母
猪30头，公猪5头。投入生产后，基地主要生产腌
腊肉制品和火腿，预计今年可实现收益20万元，有
效拓宽了尼屋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藏猪肉吃起来肉质细密紧实，软烂醇香，回味
绵长，超级好吃，主要是脂肪含量比较低。以前我
会经常去店里购买藏猪肉，现在退休离开西藏了，
我就在网上购买，过年的时候买了好多礼盒装的送
亲戚朋友，让他们也尝尝好吃的藏猪肉。”消费者李
晓丽告诉记者。

除了老饕“循香而至”，也有食客“见机而来”。
一位考察投资藏香猪的客商告诉记者，自己进藏游
玩多次，也吃过好多次藏香猪肉，时至今日，他依旧
能记得藏香猪肉煮好后的“清香四溢”。本不从事食
品行业的他开始觅机投资藏香猪产业，希望让更多
人品尝高原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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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的企业将藏猪肉加工成各
种休闲食品，种类非常丰富；也有企业
将藏猪腿做成高端火腿，一条后腿就能
卖数千元；还有企业发掘藏猪的医用价
值，将藏猪用于学术科研。有的藏猪肉
产品更是打开了高端市场，走出西藏，
在上海、成都的盒马鲜生上市。

藏猪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大力发展
特色藏猪产业不仅符合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产业兴旺要求，也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的有力抓手，其产业培育和推
广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发展潜力，同
时，保护藏猪品种资源是推动藏猪产业
稳定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

西藏农牧学院科研所副处长商鹏表
示，近年来，为更好地保护藏猪遗传资
源，西藏自治区科技厅组织实施了多个
科技项目，开展藏猪保种工作。截至目
前，藏猪保种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果，已在
多地建立了藏猪原种活体保存保种基

地，现有纯种藏猪共1000余头。同时开
展了藏猪冷冻保种技术的攻关工作，攻
克了藏猪冷冻精液制作技术。成功构建
起藏猪冷冻精液库、体细胞库、DNA样
品库、组织表达库、卵母细胞库等“五位
一体”藏猪种质资源保存技术体系，使得
藏香猪保种成本降低15％－20％。

此外，我区还建立了藏猪种质资源
库，现已保存体细胞250余份、冷冻精
液3000余份、组织表达样品3100余份，
卵母细胞50份、DNA样品1600余份、血
液样品500余份。攻克了藏猪体细胞
克隆技术，克隆藏猪顺利诞生并产仔，
实现了体细胞克隆技术在西藏的首次
成功运用。

下一步，自治区科技厅将继续加强
对藏猪保种技术研发投入，进一步丰富
完善藏猪种质资源库，并加强新品种选
育、养殖技术研究的支持，让高原藏猪
研究转化为农牧民群众增收科技支撑。

实现科学保种 打造雪域“金招牌”

价格每斤80至120元仍供不应求

我区藏猪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品质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和

提升。在实现“吃肉自由”的今天，口味更鲜美、营养更丰富的藏猪肉，也很快驶入“餐桌”快车道。
你听过藏猪吗？你知道藏猪肉和我们平常吃的猪肉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市场上的藏猪肉价

格高达80至120元一斤却仍然供不应求？接下来就跟着商报君一起探索在高原上自由自在地撒
欢、喝山泉吃山珍的“高原之珍——藏猪”的秘密吧。 记者 王静 张琳

藏香猪藏香猪。。图由扎西次旺提供图由扎西次旺提供

放养小香猪“拱”出致富路
什么是藏猪？藏猪，是世界上原始古老的小型

经济猪种、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地方猪种，主要分布
在拉萨、山南、林芝、昌都和那曲等地，属于放养型
猪种。藏猪以高原野生植物的根、茎、叶、果实为主
食，具有体小皮薄、脂肪少、瘦肉多、高蛋白质、肉
质细嫩、味道鲜美等特性，是理想的高原特色食品，
素有“高原之珍”美誉，因此，虽然它比普通家养猪
的价格高，但是依然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海拔作为一种主要的自然选择的压力，在长期
进化过程中会对猪的胴体和肉质产生影响。与普通
家猪相比，藏猪肉蛋白质含量高，必需氨基酸比例较
好，是人体优质蛋白质来源。同样，在外形上，藏猪
体型较小，被毛多为黑色，嘴筒呈长、直的星锥形，额
面窄且皱纹少，体躯较窄，胸较窄，后躯略高于前躯，
臀倾斜，四肢结实紧凑、直立，蹄质坚实。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藏猪的扩繁与推广
养殖成了西藏农牧民群众增收的重要途径。目前，
我区专门从事藏猪养殖的大型企业共23家，年出
栏万头以上企业2家，藏猪产品加工企业7家，养

殖合作社以及村集体养殖主要集中在林芝市，现有
94家。

工布江达县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藏猪保护区，
也是藏猪最集中的养殖区，有“中国藏猪之乡”之
称。保护区内严禁引进和饲养外来猪种。工布江达
县结巴村还建立了藏猪核心群的保种场，享受着国
宝级的待遇，可见藏香猪身价果真不凡。

从投资建设屠宰、加工、物流等补齐产业链条项
目，规划引进检测等服务项目，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和
标准化厂房，到引进西藏劲华食品有限公司、西藏沃
野实业有限公司等。在长久的探索中，工布江达县
藏猪养殖产业走上了一条高质量发展道路，在更好
保护资源的同时，推动藏猪养殖产业发展。

西藏劲华食品有限公司在工布江达县打造了高
端生食火腿生产基地，西藏沃野实业有限公司拥有
我区唯一一条罐头生产线。工布江达县从单纯的生
猪养殖拓展到高附加值的藏猪产品加工，藏猪产业
的发展也让当地部分农牧民群众参与到了藏猪养
殖、产品加工等环节，带动了当地就业和增收。

依靠“猪”产业 描绘好“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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