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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天祝县岔口驿马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了岔口驿马产业发展的潜在优势,通过政

府扶持和政策引导,为岔口驿马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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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处甘肃省中部、武威市南部、
祁连山东端,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是建国后由

周恩来总理命名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是甘肃

省民族地区牛羊大县之一。全县辖19个乡镇,总面

积7
 

149.8
 

km2,海拔在2
 

040~4
 

874
 

m之间,年均

气温-1~1.3
 

℃,年均降水量在265~632
 

mm之间。
全县养殖畜种主要是天祝白牦牛、甘肃高山细毛羊、
岔口驿马等。生猪、蛋鸡产值占畜牧总产值比重

较小。

1 发展现状

1.1 岔口驿马养殖基本概况

天祝县将岔口驿马作为“八大产业”之一进行重

点培育发展,在品种资源保护、技术引领、品牌培育

等方面入手,加快推动岔口驿马产业提质增效。

  天祝县加快完善保护体系,持续开展岔口驿马

保种选育工作,在岔口驿马主产区松山、华藏寺、抓
喜秀龙等6个乡镇建立岔口驿马品种资源保护区,
建成岔口驿马管护中心、保种繁育场,组建选育群、
保种户,初步形成了“保护区+保种场+选育户”的

[收稿日期] 2022-07-11
[作者简介] 陈宗芳(1971-),女,甘肃天祝人,本科,高级畜牧

师,主 要 从 事 畜 牧 技 术 推 广 工 作。E-mail:
 

1073801470@qq.com

三级保种繁育体系,岔口驿马种群数量和品种质量

稳步提升。至目前,全县岔口驿马饲养量达7
 

020
匹,有规模较大的保种繁育场3个,组建选育群46
群、保种户248户。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在活体保种

的基础上,开展人工授精、细管冻精制作等繁殖技术

的试验示范,共制作冻精6
 

631支,开辟了岔口驿马

生物技术保种的先河。开发“天祝县畜种资源管理

系统”,经技术人员的测产鉴定、芯片植入、系统录

入,已有2
 

200匹岔口驿马进入管理系统,实现了品

种资源的动态管理。岔口驿马基因图谱已经构建完

成,筛选到5
 

995个岔口驿马特异的单核苷酸多态

位点,用于品种鉴定、保种与利用。持续增加品牌效

应,协同中国农业大学、甘肃省畜牧管理总站、中国

马业协会起草制定国家标准———岔口驿马评级标

准。同中国马业协会国家马属动物安全福利中心起

草制定《岔口驿马饲养管理技术规范》、《岔口驿马性

能测定技术规范》和《岔口驿马调教管理技术规范》
三个团体标准。2011年,岔口驿马获国家工商总局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2020年,中国马业协会

为天祝县誉名“中国高原走马之乡”;2021年,“中国

马会·北京时间”会议上,中国马业协会授予天祝县

人民政府“2020年中国马业发展促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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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祝县具有丰富的马种质资源,赛马活动历史

悠久,群众基础深厚。“六月六”民族传统赛马大会

是天祝县重点打造的旅游文化品牌,几年来经过不

断发展创新,已成为一项重要文旅活动,不仅丰富了

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分释放了第三产业经

济活力,更弘扬了民族传统马文化。天祝马产业在

天祝县委、县政府和天祝县赛马协会及广大爱马群

众的支持与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发挥区域特

色优势,打造当地特有马文化品牌。近年来,天祝县

委、县政府立足生态功能性定位,树立全域旅游发展

理念,深入开展“文旅活县”行动,按照“特色村+大

景区+精品线”旅游产业布局,全力打造离内地最近

的高原藏乡生态旅游目的地。天祝民族传统赛马大

会被纳入“中华民族大赛马体系”,已成为全国具有

影响力的赛马会之一,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
施“乡村振兴、文化先行”战略的一个重要载体,是展

示天祝形象、传承优秀文化、推介高原生态旅游的一

个重要平台。天祝县秉持文旅融合、以文彰旅理念,
以马为媒、以会为钮,将体育赛事与民族艺术集于一

身,把体育、旅游与文化融为一体,高标准举办赛马

大会,就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为各

界朋友来天祝观光和旅游,共赢发展、领略雪域藏乡

的雄奇与秀丽,体味深厚的民俗文化和共叙友谊搭

建良好平台。

2 主要做法

2.1 建立科学养殖体系

2.1.1 加强岔口驿马资源保护 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积极组建岔口驿马选育群及保种户,扩大种群数

量;创新岔口驿马遗传资源保护方式,研究应用冻精

制作、冻精授配及鲜精人工授配等繁殖技术。

2.1.2 推行标准化饲养管理 制定岔口驿马标准

化饲养技术规程,规范养殖技术,提升产业效益。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设一批生产高效、管理先进的马

标准化养殖示范场或家庭农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扩大岔口驿马发展规模。

2.1.3 规范开展马匹登记管理 结合马匹育种和

马术比赛需求,制定岔口驿马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

程,规范开展生产性能测定、鉴定及登记工作,继续

推广应用电子芯片,完善岔口驿马畜种资源管理系

统,实现岔口驿马品种资源动态管理全覆盖。

2.1.4 加强疫病防治与诊疗 做好马鼻疽和马传

染性贫血的监测及马流感等多发疫病防控工作,严

防非洲马瘟等疫病的传入;强化科技支撑力度,推广

马匹疫病快速诊断、监测、控制、净化等新技术;加强

马匹用药管理,支持传统中兽医药在马病防治和医

疗护理中的推广应用。

2.2 建立完善产业文化体系

2.2.1 大力发展赛马业 加强与中国马业协会和

马术协会对接交流合作,建立传统节日常规赛马制

度;争取承办甘肃省少数民族运动会,鼓励行业协会

组织开展马匹交易拍卖活动,不断扩大我县马产业

知名度、美誉度。规划建设天祝县传统民族体育运

动场、岔口驿马体能检测中心,高质量举办“二月二”
 

“六月六”等传统民族赛马会,传承和弘扬赛马文化;
中华民族大赛马·天祝藏族自治县“六月六”民族传

统赛马大会期间,县非遗保护中心在天祝县松山镇

芝格塘草原举办非遗展演活动。《美酒献给党》《天
祝宝卷》《华锐赞歌》《快乐的安召》等展演非遗节目,
各种富有地方传统文化的节目精彩纷呈。将华锐藏

族民歌、土族安召、天祝宝卷、华锐则柔、华锐藏族服

饰、天祝民间小调等民族民俗文化呈现给观众。传

承和弘扬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同时也为全县广大

人民群众搭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坚守民

族之魂、赓续历史文脉。通过这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活动使广大群众享受到了非遗保护的丰硕成果,拉
近了人民群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距离,生动

诠释了“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

2.2.2 加快发展以马为主题的休闲旅游业 依托

区位优势和旅游业资源,大力发展以特色乘骑为主

的乡村旅游业,遴选一批骑马旅游精品路线,通过规

划建设旅游骑乘体验区等项目,鼓励引导企业、个
人,围绕旅游景点开展野外骑乘体验等经营性活动,
打造岔口驿、安远茶马古道生态旅游和抓喜秀龙、石
门、松山及祁连等草原景观带骑马旅游路线。

2.2.3 构建协同发展机制 充分发挥马产业文化、
体育、娱乐的功能和价值,倡导“马业+”的发展模

式,促进马匹繁育、马术运动、文化旅游协同发展,形
成产业链条各环节紧密衔接、互利共赢、联动发展的

新格局,合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擦亮“中国

高原走马之乡”金字招牌,增加马业产值比重。

2.3 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体系

2.3.1 加强科技创新攻关 积极与科研机构、大专

院校和企业合作,开展岔口驿马“对侧步”特色基因

发掘、高效繁育、健康养殖、临床诊疗、疫病防控、调
教训练和性能测定等先进实用技术攻关,提升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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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马的科技支撑能力,增强马业活动话语权。

2.3.2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积极与相关行业协会、
学会合作,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全县养马工、骑
手、马医、调教师、钉蹄师、裁判员、赛事监管等人员

的专业水平。

2.3.3 加大实用技术推广力度 在养马重点区域,
依托县乡畜牧兽医技术推广部门、行业协会,利用现

代网络等科技手段,建立健全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开
展养马实用技术下乡活动,提高马匹饲养管理、疫病

防控和调教训练水平。

2.4 强化基础设施配套

切实加大项目资金争取投入力度,规划建设中

国岔口驿马文化博物馆、松山国际赛马场、岔口驿和

抓喜秀龙训练场,争取实施马文化体育休闲综合项

目,打造马术赛事、休闲骑乘、马匹交易、休闲娱乐、
文化交流于一体的马文化休闲基地,不断夯实全县

马产业发展基础。

3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发展产业

3.1 资源保护补助资金

具有本县户籍养马户,当年在本县范围内新组

建选育群(养殖能繁母马10匹以上且至少有1匹种

公马,并承担保种和配种任务)和保种户(养殖能繁

母马3匹以上),经验收合格后,选育群种公马每匹

补助5
 

000元,选育群和保种户能繁母马每匹将补

助1
 

000元。

3.2 马厩修建补助资金

本县注册登记的养殖场、家庭农场或具有本县

户籍 的 养 马 户,在 本 县 范 围 内 新 建 标 准 化 马 厩

200
 

m2 以上,并配套饲养设施的,经验收合格后,每
平方米补助200元。

3.3 赛马活动奖励资金

乡镇或在本县注册登记的行业协会组织举办、
协办或承办不同层次赛马会,且参赛马匹达到150
匹以上的,给予5万元奖励资金,用于赛事活动的组

织、宣传等费用。对本县养马户参加县外举办的县

级赛马比赛中获得第一、第二、第三名次的,分别给

予2万元、1万元、0.5万元不等的奖励;参加县外举

办的省级赛马比赛中获得第一、第二、第三名次的,
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1万元不等的奖励;参加全

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中国马业协会等举办的全国性

赛马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分别给予3~10万元不

等的奖励;对参加省外比赛未获奖的参赛人员,给予

2
 

000元补助;对参加县外省内赛马比赛人,给予

1
 

000元补助。以上奖励和补助,由赛事举办单位、
获奖人或参赛人提出申请,经县文旅局审核认定后,
按程序兑现。

3.4 拍卖交易奖励资金

在本县范围内注册的行业协会等,组织开展岔

口驿马拍卖交易活动,单次对外交易马匹达到30匹

以上,并在文旅、农业农村等部门登记备案的,给予

3万元奖励。

3.5 品种资源登记经费补助

县上安排补助资金12万元,支持开展岔口驿马

品种资源登记工作,用于购买芯片、系统维护等。

3.6 专业技术人才培训补助

对参加省级以上(含省级)相关行业协会、学会

及高等院校举办的培训班并取得专业技术资格的具

有本县户籍的养马工、骑手、马医、调教师、钉蹄师、
裁判员、赛事监管员等人员,每人补助1万元。

4 小结

天祝县加快完善保护体系,持续开展岔口驿马

保种选育工作,稳定了天祝县岔口驿马的饲养规模,
确定了保种场+监测点+保种户的保种模式,从而

使岔口驿马的种群数量和质量得到不断提高,有效

而长久地对岔口驿马进行保种,为国家保护和保存

了优良的畜种遗传种质资源,调整了项目区畜牧业

生产结构,增加了农牧民收入,促进了畜牧业的进一

步发展。同时通过开展传统赛马、骑马运动和马术

等旅游娱乐活动,传承了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遗

产。天祝县将岔口驿马作为“八大产业”之一进行重

点培育发展,在品种资源保护、技术引领、品牌培育

等方面入手,加快推动岔口驿马产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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