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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位于江阴祝塘的鸽养
殖龙头企业、江苏省特色畜禽肉
鸽产业体系江阴基地的江苏威特
凯鸽业有限公司，“咕咕咕，咕咕
咕……”的鸽叫声不绝于耳。一
字排开的鸽笼整齐地向厂房深处
延伸，笼内的鸽子体型肥硕、毛色
光亮，或悠闲啄食，或安静孵蛋，
时不时通过自动饮水器喝水……
据了解，不同于传统的三层叠式
鸽笼，威特凯鸽业采用的是国内
首创、拥有自主专利的高标准大
空间两层鸽笼。“使用这种鸽笼减

少了三分之一的饲养量，通过降
低饲养密度增加种鸽的活动空
间，提升种鸽的抗病力。”公司总
经理刘敏表示，新式鸽笼为种鸽
提供了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除了专利笼具外，鸽子养殖
还实现了自动给水给料、自动清
粪、自动喷雾消毒等全自动化养
殖，50多名工人只需检查鸽子是
否下蛋，下蛋后将蛋收集进入孵
化器，再将孵化出来的幼鸽还给
种鸽反哺喂食，外加称重、套脚
环、选育等工作，大大改善了肉鸽

养殖过程中水资源浪费、人力短
缺和生产效率低等问题。“我们给
鸽子喂的是玉米、豌豆、小麦等谷
物类原粮配合高营养颗粒料，这
样喂出来的鸽子肉质细腻、口感
鲜美。”刘敏介绍，目前鸽子存栏
量为17万对，每个月都有小鸽子
出栏，生长周期在28天左右。“乳
鸽、鸽蛋主要销往无锡市区、江
阴、苏州、常州等地，乳鸽销量每
天约2000只，鸽蛋4000至5000
枚，种鸽则是根据客户的订单需
求来提供。”

“村网共建”
为乡村振兴赋能

本报讯“这段时间，供电公司可没
少上门提供服务，还定期回访，我们不
用专程跑到供电公司对接，真是太方便
了。”阳山镇桃源村山南头文化艺术村
民宿主付亚涛称赞说。近日，阳山镇桃
源村与国网无锡供电公司启动“村网共
建”电力便民服务示范点创建项目。通
过共建供电服务新模式，为“甜蜜事业”
注入强大动能的同时，也为电力赋能乡
村振兴按下“快进键”。

此次“村网共建”示范点建设，计划
实施共建服务阵地、共筑组织基础、共
联便民惠企、共保电网安全、共办实事
好事等五方面工作，以“电能”推动“蜜
桃”产能。无锡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选择阳山镇桃源
村作为示范点，将打造融合发展新机
制，提升城乡供电服务均等化水平，进
一步延伸乡村供电服务渠道，助力乡村
振兴。

走进山南头，一派火热的新民宿建
设场面。在万亩桃花盛开的最美季，三
三两两的游客不时穿梭林间拍照，原生
态的自然景观，描绘了一幅独特的乡村
美景画卷。桃源村党总支书记张谷告
诉记者，从卖桃、卖树到“卖生活”，这两
年乡村旅游日渐兴旺，带动了村里民宿
业的发展。文化艺术村山南头是桃源
村的一个自然村，因位处蜜桃小镇旅游
度假区的核心地带，村里通过“三块地
改革”盘活资源，初步打造起了农文旅
高度融合的全产业链条，山南头迎来了
乡村振兴的转机。随着桃陌餐厅、既见
桑梓、锺书房、新式咖啡馆轻食餐厅等
10余个文旅项目相继进驻，用电负荷
也随之攀升。

张谷说，2023年，山南头文化艺术
村“美丽农居”建设初心学堂、“桃业先
锋 山南花开”党建馆等红色阵地项目
的落地进程将进一步加快，这些都离不
开供电部门的支持。

付亚涛称，如今，自己新的民宿已开
始试营业，背后离不开“村网共建”的帮
忙。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根据新农村建设发展形势和用电
需求，发挥行业优势，主动融入地方乡村
振兴建设，因地制宜地开展“村网共建”
电力便民服务示范点建设。 （黄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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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地方“天团”
激活兴乡富民新动力

吊鸡露、蒸咸鹅、鸽子汤等都是无锡

人餐桌上的佳肴。太湖鸡、太湖鹅、太

湖点子鸽，这些名字中带“太湖”字

样的家禽可都是太湖流域的宝

——这三个禽类品种收录于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公布的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

（2021年版）》中，同时也被列为江苏

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近年来，无

锡市高度重视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加强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和品种创新，助力畜

禽种业高质量发展。

2021年，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委员会公布了《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品种名录（2021年版）》，共收
录畜禽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引
入品种及配套系948个。其中，
涉及江苏省地方品种的鸡有 6
种，分别是狼山鸡、溧阳鸡、鹿苑
鸡、如皋黄鸡、太湖鸡、徐海鸡；
鸭有 4种，分别是高邮鸭、润州
凤头白鸭、娄门鸭、昆山麻鸭；鹅
有太湖鹅1种；鸽子有太湖点子
鸽1种。

目前，无锡市有太湖点子鸽、
太湖鹅2个地方品种养殖分布。
此外，原位于滨湖区渔港地区的
太湖鸡原种基地2011年被征用
后，核心群临时迁到泰州市泰兴
市饲养至今。

畜禽遗传资源是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畜禽遗传
资源，特别是保护地方畜禽遗传
资源，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性措施，也是开展品种创新的
物质基础。记者从无锡市农业农

村局获悉，市、区（县）两级畜牧兽
医主管部门目前正多方努力、持
续推进太湖鸡异地重建场址具体
事宜，预计今年年内将启动太湖
鸡种质资源保种场的建设。

（晚报记者 潘凡/文、摄）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底我
国存栏种鸽4500万对，占世界存
栏量的80%以上，是世界第一肉
鸽生产大国，但近30年来，国内自
主新品种（配套系）培育乏力，长
期依靠从国外引进种鸽，存在不
少弊端。

于是，威特凯从 2009 年开
始与中国农科院家禽研究所进
行产学研合作，开启了肉鸽新品
种培育研发及品种资源的保护
利用工作。“一代一代选择、一代
一代淘汰，光是脚环就套了几万
个，称重称了十几万只。”刘敏
说。通过十年不间断选育，满足
产量高、体型大、适合屠宰需求
的“苏威1号”肉鸽终于在2020

年通过了国家审定，成为江苏省
第一个肉鸽培育新品种，弥补了
我国优质高效肉鸽配套系缺乏
的不足。“苏威1号”的出肉率高
出常见鸽种约30%，产蛋能力与
国外引进的优质品种相比也毫
不逊色。

在从事肉鸽育种工作的同
时，公司董事长陈卫彬带领团队
于2015年开始自发收集和保护
了许多优异鸽种质资源。他们从
走访周边农户开始，渐渐深入周
边苏州、扬州、南京等地不断收
集，“太湖点子鸽作为国内特征明
显的种质资源，其历史悠久。”刘
敏表示，他们通过查阅文献、探访
博物馆等找到了很多关于太湖点

子鸽的文字以及图画资料。2020
年 12月 31日，地方鸽遗传资源

“太湖点子鸽”通过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委员会鉴定，成为江苏省第
一个地方鸽品种。“太湖点子鸽”
还被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列入《江
苏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威
特凯也成为江苏第一个省级地方
鸽资源保种场。

刘敏表示，接下来将利用好
国家种业振兴、乡村振兴的大好
时机，继续繁育优质新品种，打造
强大产业体系，与更多养鸽户合
作，让自主良种在省内、全国得到
推广，让更多的养鸽户受益于现
在的种业优势，带动更多农户致
富。

打造强大产业体系种业振兴

太湖鸡要“出道”最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