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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

将粮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大

局，确立了新的国家粮食安

全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 会 第 二 十 次 会 议 通 过 的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把种

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

的战略高度。

10 月 23 日，江西省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召开。会上，

江 西 农 业 大 学 黄 路 生 院 士

牵 头 完 成 的 项 目“‘ 山 下 长

黑 ’猪 新 品 种 培 育 及 推 广 ”

荣 获 江 西 省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特等奖。

今 年 5 月 ，“ 山 下 长 黑 ”

猪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

员会审定，成为我省新世纪

23 年来自主育成的第一个畜

禽新品种，成为国家级种质

资源，为全球提供中系第一

父本种源。

“山下长黑”猪是一种怎

样的新品种？它的诞生将为

我国种业振兴带来什么？让

我们走近“山下长黑”猪，探

究一头猪背后的科技创新。

突破种源培育突破种源培育““卡脖子卡脖子””难题难题 实现核心种源自主可控实现核心种源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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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国之大者”
志在民族种业振兴

我 国 是 世 界 生 猪 生 产 与 猪 肉 消 费 第 一 大

国，生猪产业是我国畜牧乃至农业的支柱产业

之一，关联百姓一日三餐，关系着国计民生。

猪的产仔数多不多、长得快不快、猪肉好不

好吃，关键在种猪。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我国高端核心种猪长期依赖进口。这不仅导致

我国生猪种业遭受“卡脖子”，还得承受“外来疾

病”传入的风险。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早在 30 年前，黄

路生院士就带领研发团队专注生猪遗传改良与

育种技术研究，开展有组织的科研。

要 赶 上 或 超 过 国 外 猪 种 ，新 品 种 猪 必 须

满足至少四个条件：体型大、生长快、肉质好、

精 料 省 ，这 些 性 状 都 受 遗 传 基 因 控 制 。 只 有

找 到 控 制 这 些 性 状 的 遗 传 基 因 ，通 过 科 技 手

段 把 好 的 基 因 组 合 在 一 起 ，才 能 培 育 出 高 端

种猪。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为了找到优良种猪

的遗传基因，黄路生带领团队潜心钻研，一路走

来，硕果累累：

——获得多项专利，种业核心技术领域取

得关键突破。构建了完备的全球家猪基因组

DNA 库、国际规模大资源家系和国际唯一嵌合

家系。率先在国际上创建了多肋、体长、肉色、

优质猪肉及抗仔猪腹泻等多项专利，创制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的基因芯片“中芯 1 号”，育种技术

对民族企业全部免费使用，累计获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重要科技奖

励 10 项。

——构建高水平科研平台促进高质量科技

创新。团队构建了完善的中国乃至世界地方猪

种资源基因组 DNA 库、大规模白色杜洛克×二

花脸 F2 资源家系、全球唯一的家猪嵌合家系等

多个全国共享遗传材料研究平台。团队还正在

建设国际一流的“一猪两用”研发基地。建成

后，基地将保存国家及全球优良种猪资源、创制

科学研究创新材料，为服务国家生猪种业提供

创新基地。

从“打牢地基”到“建设大厦”，经过多年的

科研沉淀，团队锻造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

果转化、产业化的完整链条，奠定了培育生猪新

品种的理论、技术和应用基础。

破解“卡脖子”难题
育出优质高效“中系种猪”

“山下长黑”猪什么样？通体全黑、体型长

大，体重达 100 公斤，平均体长 113 厘米；肉品质

优秀，肉色评分、大理石纹评分、肌内脂肪含量

等指标远超国外引进猪种，比普通商品猪多 1 至

2 对排骨。

在前期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的基础上，2013

年，黄路生院士团队联合江西山下华系种猪养

殖有限公司、南昌师范学院开启“山下长黑”猪

的培育。

突破中国本土猪种体型小、产肉量低是项

目组要攻克的首要问题。项目组从现有猪种遗

传特性、环境适应等方面入手，从我国 85 个地方

品种中甄选 4 个珍稀猪种与 3 个引进猪种作为育

种素材，开展杂交组合试验、配合力测定，筛选新

品种培育的最佳亲本。根据杂交后代生产性能

和产肉性能测定最优结果，最终筛选了巴克夏和

里岔黑猪作为新品种培育的父本和母本。

选定素材，只是培育新品种的第一步。如

何把素材的优质基因整合在一起？

黄路生院士提出，要把“大（体型大）、快（生

长快）、好（肉质好）、省（精料省）”作为未来新品

种的培育目标，科研团队采用前期取得的多肋、

肉色、优质猪肉选育及抗仔猪断奶前腹泻等多

项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育种专利新技术，结合

使用自主创制的“中芯一号”基因组芯片。十年

磨一剑 ，历 经 6 个 世 代 持 续 选 育 ，先 后 攻 克 体

型小、产肉量低、毛色分离等重点难点问题，终

于成功培育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效优质新

品种——“山下长黑”猪，实现了我省 1999 年至

今 24 年来畜禽国家审定新品种的新突破，为国

家生猪种业提供了优良种质资源，标志着中国

种猪的话语权更多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不仅如此，培育新品种的过程中，项目组构

建了表型选留、最佳线性无偏估计、因果位点分

子选育及高密度芯片全基因组选育的“四位一

体”选育体系。研发 5 项分子育种国家发明专利

新技术和 1 套耐粗饲肠道菌群育种技术，为养猪

节约饲料原粮提供关键技术支持。累计在国际

顶尖期刊《自然·通讯》《微生物组》等国际著名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 11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5项，建立

快速、高效、精准胴体肉质表型测定技术 2 项，获

软件著作权 2项，培养硕博士 6名、博士后 1名。

一系列自主创制的育种新技术、一个自主可

控的种猪新品种，都为国家生猪种业自强自立、

核心种源自主可控作出了重大贡献，研究成果还

入选“2022年中国农业科学重大进展”。

市场论剑
好猪种带来农户好日子

现场签约 5000 头“山下长黑”猪，让企业信

心倍增；可以生吃的“雪花”猪肉，味道有多鲜

美？今年 5 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畜牧

业博览会上，“山下长黑”猪迎来首秀，甫一登场

就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

“山下长黑”猪为什么如此受市场欢迎？ 一

组数据足以说明：“山下长黑”猪比普通猪多一

对 排 骨 ，相 当 于 多 了 2 斤 多 肉 ，屠 宰 率 也 提 升

0.5%；多 两 对 排 骨 则 多 4 斤 肉 ，屠 宰 率 提 升 近

1%。用养殖户的话来说：多肉多肋，多一对肋骨

就多赚一份钱。

不但如此，“山下长黑”猪既有洋猪的体格

和生长速度优势，又有土猪的美味健康，还不会

太肥，深受消费者青睐，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受

欢迎的十大品牌猪肉之一，获得第十九届、第二

十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科技创新产品银奖。

值得一提的是，在饲养管理上，项目团队还

创造性地将原粮、水和微生物群有机组合，生产

出水微新饲料，使猪群强壮均一，有效阻断疫病

尤其是当下非洲猪瘟的横行，并终止颗粒饲料

添加抗生素的历史，开启了养猪新时代。

好喂养、生病少、肉质好、售价高……在定南

县、石城县、于都县、兴国县等地，养殖“山下长黑”

猪成为乡村振兴的又一“利器”。据了解，“山下

长黑”猪已累计向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河南等

9 省区 43 家黑猪养殖（育种）企业推广 1.1 万余头

祖代种猪，辐射上市商品黑猪超 100万头，良好的

种质表现得到全国养猪同行高度认可。

一个生猪优良品种的成熟，需要经历品种培

育、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审定、示范、推广等多个

环节。眼下，项目组正在大力推动“山下长黑”猪

从农场走向商场，走上老百姓餐桌。黄路生院士

将带领团队继续以科技创新为支撑，进一步扩大

种猪群体，持续选育提高，对标未来国内国际第一

父本，继续突破现有生产性能和技术水平，让一头

头好种猪“长”出农民富裕富足的好日子。

科技人员查看科技人员查看““山下长黑山下长黑””后备母猪群后备母猪群

黄路生院士黄路生院士（（左二左二））在现场指导在现场指导

（（文图由江西农业大学提供文图由江西农业大学提供））

最近，新余市医疗（校园）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以下简称“新余市医（校）调委”］办公

场所的锦旗架上又新添了一面锦旗，至此，

新余市医（校）调委共收到330面锦旗。

新添的这面锦旗，是患者家属黄女士

从宜春送来的。尽管还没有从失去亲人的

阴影中走出来，但黄女士想到这起纠纷能

顺利调解，她的心中便多了几分安慰。

去年 11 月，黄女士的父亲因为突发胸

痛被送到新余市某医院就诊，后因医治无

效不幸去世。事后查看病历记录，黄女士

及家人认为医院方存在责任，便找到新余

市医（校）调委寻求帮助。

接待黄女士的，是新余市医（校）调委

主任李时洪。“你放心，如果医院方确实有

过错，我们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但前提是

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

在当事人家属和医院方都同意申请调

解的情况下，双方共同选择委托有资质的鉴

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果认为，医院方存

在过错。面对鉴定结果，当事人家属和医院

方均无异议。最后，医院方作出赔偿，这个

长达10个月的医疗事故纠纷得以化解。

成立于 2020 年的新余市医（校）调委，

前身是新余市医调委。李时洪从 2011 年

新余市医调委重新组建时就开始从事医疗

纠纷调解工作，他深有感触：“医疗纠纷不

同于其他矛盾纠纷，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当事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很多

时候，患者方因缺乏专业知识，不清楚医院

方是否有过错，这就为解决矛盾纠纷带来

了难度。”

“我们要做的就是依法依规、客观公正

地帮助双方还原事实真相，让双方当事人

都信服。”在李时洪眼里，每一面锦旗都代

表一份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前不久，新余市医（校）调委接到一个

医疗纠纷调解的案子。患儿家属刘女士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李时洪团队调解，结

果得到了合理赔偿。就在找李时洪团队调

解前，她和家人还一直担心调解员是医院

的“代言人”，肯定会偏袒医院，可调解结果

让一家人彻底改变了看法。

原来，今年2月，刘女士在新余市某医院

产下婴儿，孩子因早产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

转入新生儿科救治，几天后，孩子病情变化，

经抢救无效不幸夭折。悲痛之余，刘女士一

家人认为医院对孩子的病情没有足够重视，

需要承担责任；医院方则认为早产儿出现病

情变化是不可抗力，责任不在医院。就在医

患双方僵持不下之时，李时洪团队及时引导

双方共同委托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果

显示，医院方存在一定过错。

“双方当事人曾私下协商赔偿一定金

额，想就此了结。但是我们劝说双方，既然

走了调解程序，双方又委托了机构进行鉴

定，就等鉴定结果出来，再依法依规解决。”

李时洪深知，如果不能以鉴定结果等事实

为依据划定责任，依法依规、公平公正调

处，而只是“和稀泥”，当“和事佬”，日后矛

盾纠纷还可能会反弹。正是坚持依法依规

调解、公平公正的理念和原则，12 年来，李

时洪团队调处的纠纷没有发生过当事人反

悔或起诉、信访的情况。

为了调解医患纠纷，一些地方将调解

场所设立在医院，同时还配备警务室，而新

余市医（校）调委不仅不设在医院，办公场

所也没有警务室。李时洪道出了其中缘

由：“在调解场所，我们坚决不设警务室，就

是倒逼大家把矛盾纠纷妥善化解。”

“我们要依法依规、将心比心，让当事

人心服口服。”李时洪如是说。他带领调解

团队总结了医疗纠纷化解三步骤——摸清

事实、分清责任、依法理赔。

以李时洪为代表的调解团队 2017 年

获 评“全 国 模 范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12 年

来 ，共 调 处 医 疗 、校 园 等 各 类 矛 盾 纠 纷

1000余起，调解成功率超 96%。

11 月 7 日 5 时 40 分，晨曦未至，周晓晓等

4 名江铃大道·2023 南昌马拉松比赛全程“马

拉松 300”官方配速员已在江西省体育馆集

合并开跑。以每公里 4分 15秒的速度匀速奔

跑的他们，在 6 时 31 分同时完成全长 12 公里

的训练。此时，晨光熹微。

“ 马 拉 松 300”的 意 思 ，就 是 在 3 小 时

内 跑 完 马 拉 松 。“12 日 就 要 开 赛 了 ，这 是

我 们 赛 前 的 倒 数 第 二 次 训 练 。 我 们 的 职

责 是 保 证 全 程 速 度 不 变 ，引 导‘ 全 马 ’挑

战 者 在 3 小 时 内 完 赛 。 能 跟 上 我 们 速 度

的 选 手 ，肯 定 是 成 绩 优 秀 者 的 前 10%。”周

晓 晓 说 。

今年是周晓晓接触马拉松的第七个年

头，之前她都是以选手的身份参赛，本届赛

事的身份转变令她十分激动。一想到能在

赛道上带领大众选手突破个人最好成绩，她

内心就充满了力量。

在马拉松这个考验耐力和爆发力的赛场上，配速员是参

赛者（大多数不参加成绩排名）、志愿者，更是选手的“移动计

时器”。据了解，本届南昌马拉松共设置了 55 名经验丰富的

官方配速员，他们被分为 11 个小组，以不同速度为“全马”“半

马”选手们提供领跑服务，协助选手保持精准稳定的配速，以

便安全顺利完赛。

“在马拉松赛事中，我们配速员还有个可爱的俗称：兔

子。而我是半程‘关门兔’。”本次比赛的半程“马拉松 300”官

方配速员尹伊笑着向记者介绍，她的职责是引领“半马”选手

在 3 小时内完赛，这样的速度能让许多初次体验马拉松的大

众选手科学安全参赛。

曾三次参加半程马拉松的尹伊，在往届赛事中的最好

成绩是每公里 6 分 30 秒。多年的跑步训练令她在增强体质

的同时，也得到了意志力的锻炼。她说，修身修心是这项运

动给予她最好的礼物。尹伊对跑步的热爱，也感染了身边

的朋友和家人。“在本届赛事中，我的爱人和孩子也报名了 5
公里家庭跑。一家三口齐聚赛场，这一定是一次别样的体

验。”尹伊笑言。

在 采 访 过 程 中 ，尹 伊 、周 晓 晓 不 约 而 同 地 向 记 者 聊

起 ，在 这 几 年 的 长 跑 训 练 中 ，她 们 亲 眼 见 证 了 英 雄 城 日 新

月 异 的 面 貌 。“ 南 昌 马 拉 松 不 仅 是 一 场 比 赛 ，更 是 一 个 展

示 城 市 风 貌 和 文 化 的 绝 佳 舞 台 。 希 望 在 我 们 的 陪 伴 下 ，

参 与 者 能 感 受 到 赛 事 的 专 业 性 ，全 世 界 的 跑 友 也 能 通 过

这 场 赛 事 更 加 了 解 南 昌 这 座 人 杰 地 灵 的 英 雄 城 。”周 晓 晓

眼里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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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面锦旗的背后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珊珊

秋意正浓，菊

花 飘 香 。 11 月 3

日，不少市民和游

客来到南昌八一广

场赏菊。南昌市第

35 届 菊 花 展 在 11

月4日正式开幕，本

届菊花展以“豫章

故郡 发奋南昌”为

主题，采用分散布

景模式，共设 18 个

展示位，活动将持

续至12月3日。

本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张翰林摄

菊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