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胡祖雷
2019年，对宁波奥纪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和董事长董士海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

的一年：“奉化水鸭”被列入浙江省畜禽遗

传资源名录；《浙江省鸭遗传资源挖掘与利

用》项目获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公司水鸭蛋系列产品再次被评为浙江省农

业博览会优质产品金奖……

2008年，董士海创立宁波奥纪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开始踏上保护和挖掘“奉化水鸭”

野生资源之路，并通过野鸭种质资源保护与

产业化开发，使曾经难得一见的优良地方畜

禽品种“奉化水鸭”重新登上百姓餐桌。

致力于野鸭种质资源遗传性保护
野鸭，又称凫，是一种水鸟。千百年

来，奉化老百姓抓捕野鸭食用后将剩余的

留下来养殖，并通过选留产蛋量高的水鸭

进行驯化饲养，逐步形成现在奉化水鸭的

特色。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来奉化水鸭

不仅饲养量少，而且生产性能和体系外貌差

异大。为此，奥纪农业联合浙江省农科院等

有关科研单位，收集原始素材，连续十年群

体继代提纯复壮，使奉化水鸭外貌特征和生

产繁殖性能等遗传性状均趋于稳定。

2019年 5月 20日，由奥纪农业、浙江

省农业科学院、宁波市畜牧兽医局和奉化

区畜牧兽医总站联合发现培育的“奉化水

鸭”通过省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定，被录

入浙江省畜禽遗传资源名录。

遗传资源是战略资源，是畜牧产业发

展的根本基础。我国拥有丰富的家禽种质

资源，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保护意识，及对

地方品种认识不足，导致地方品种数量急

剧减少，部分品种走向灭绝。如何有效地

挖掘和利用“奉化水鸭”种质资源并在生产

上发挥作用？成为当前野鸭养殖生产急需

解决的课题之一。

自奥纪农业成立起，董士海便与浙江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签署技术合作协

议，建立国家级遗传资源保种场和数据库，

研究鸭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形成一套评估

体系以及野鸭种质资源的利用方案。根据

水鸭遗传资源，培育专门化品系，应用标准

化生产技术，开发出具有传统风味特色的

奉化水鸭。10余年来，奥纪农业逐渐成长

为野鸭种蛋孵化、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科技型企业，先后获得国家水禽产业体

系宁波试验站综合示范基地，农业部科技

示范基地，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野鸭养殖合作示范基地，宁波市无公害农

产品基地，宁波市菜篮子基地，宁波市农业

龙头企业等诸多荣誉。

“奉化水鸭”被录入省畜禽遗传资源名

录，不仅丰富了浙江省野鸭品种结构，也有

利于今后进一步加大对其生产潜力的挖掘，

充分发挥其肉蛋优良特性奠定基础，从而更

有效地保护“奉化水鸭”这一优良品种。

科技创新使野鸭养殖提质增效
时间轮转，转眼奥纪农业已创业 10余

载。目前公司养殖场野鸭存栏 10000多

只，年产鸭蛋250吨，每只鸭蛋售价3元，产

值近 1500万元。奥纪农业用野鸭独特的

品质和优势替代传统蛋鸭，实现蛋鸭产业

转型升级，丰富野鸭品种资源，改善野鸭品

种结构，填补了蛋肉兼用型野鸭种质资源

空白。

董士海是一位有战略眼光和大格局的

企业家，总能对政策环境和市场形势做出

快人一步的判断，并且迅速布局。“光卖野

鸭肯定卖不过传统肉鸭，现在大家的生活

水平都上去了，喜欢一些原生态，绿色的食

物，能不能在其他地方动动脑筋？”心思活

络的董士海立马对养殖场重新定位。

野鸭蛋营养丰富很受老百姓青睐，但

是野鸭产蛋量不高，一只鸭子年产蛋 30枚
左右。如何提高野鸭的产蛋率、延长产蛋

期？2012年，董士海与省农科院畜牧兽医

研究所合作成立野鸭研究所，聘请家畜育

种与生产专家担任技术顾问，采用遗传育

种及繁殖技术，选育优良蛋用型野鸭品种。

在奥纪野鸭养殖场，蛋用型野鸭住的

是六平方米的“小套间”，以6母1公的比例

放养。技术团队每天对这些育种野鸭进行

为期 500天的性能测定，并将所有数据整

理记录在案。同时为野鸭量身订制科学合

理的食谱，根据季节和野鸭饥饿程度不同，

确定吃什么，吃多少。通过 3年的努力，奥

纪农业建立野鸭繁育基础群 5000只，每只

野鸭年产蛋量为 90余枚，种蛋孵化率超过

90%。蛋用型野鸭选育课题试验获得成

功，解决孵化率低、产蛋率低等问题。

“奉化历来以农业为主，但是本土科技

力量有限。要实现农业科技水平显著提

升，必须借助外来力量，特别是从高校、研

究院所引进技术。”区科技局局长王倍龙表

示，奥纪农业十余载的创新之路表明，通过

加快引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补齐农业

发展短板，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十余载风雨兼程，十余载厚积薄发。

展望未来，董士海表示，奥纪农业肩负着新

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今后将继续强化责任

担当，加快科技创新，运用科技手段，做新

时代“三农”工作的开拓者。

“奉化水鸭”的守护者
——宁波奥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业十余载侧记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推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区委、区政

府关于《实施“春苗计划”培育“小而美”企

业的意见》（奉党发〔2019〕48号）和区府办

关于印发《宁波市奉化区落实“春苗计划”

培育“小而美”企业实施细则的通知》（奉政

办发〔2019〕44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在

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小而美”苗子企业及

创新孵化平台申报工作。请广大符合条件

的企事业单位积极申报。

相关申报条件有哪些？

（一）“小而美”苗子企业申报必须具备
的条件

1.主导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

新技术领域》或《宁波市优势产业与新兴产

业投资导向目录》和宁波“246”产业培育方

向，产品发展潜力大、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

料、生物医药、关键基础件、服务型制造和

生产性服务业等高成长科技产业领域；

2.企业为在奉化区内注册成立 7年以

内、主营业务收入 1亿元以下的独立法人

企业，管理制度健全，财务制度健全，研发

投入台账资料完整，财务状况及银行信用

良好；

3.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

的研发人员占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2%；企业已申请或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或

者软件著作权，产权清晰；

4.企业注重技术创新，重视研发投入，

发生销售 2个会计年度以上的企业，上年

度研发投入占比不低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的5%；

5.企业主营业务突出，成长性好，发生

销售 2个会计年度以上的企业投产后，上

年度主营业务（服务）收入 2000万元以下

企业近两年主营业务（服务）收入平均增幅

达 50%以上；上年度主营业务（服务）收入

2000万元以上企业近两年主营业务（服

务）收入平均增幅达30%以上。

（二）创新孵化平台申报必须具备的条
件

1.建设范围。以三号青创大走廊“一

轴五城多点”为依托，布局建设“小而美”苗

子企业创新孵化平台，各个平台对照产业

分工，体现相对产业化、特色化、差异化，充

分发挥创新集聚效应；

2.建设规模。创新孵化平台一般土地面

积 10亩以上或建筑面积 1万平方米以上；容

积率大于1.8，不超过3.0；
3.建设用途。创新孵化平台涵盖孵化

器、加速器、产业园等平台类型，创新孵化平

台项目包括产业用房和配套用房，产业用房

包括可用于生产、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

推广、环境评估和监测等功能用途的用房，配

套用房包括小型商业、配套宿舍等。创新孵

化平台主要用于引进培育“小而美”苗子企

业、科技型初创企业以及公共服务平台、配套

服务设施等。

申报需提交的资料有哪些？

1.奉化区“小而美”苗子企业申报推荐表

或奉化区“小而美”苗子企业创新孵化平台申

报表；

2.企业（平台）工商营业执照；

3.2017、2018年度企业（平台）财务报表；

4.企业（平台）未来五年建设发展规划方

案；

5.技术创新活动证明材料。

申报程序和截止时间？

1.从 2019年 12月 30日开始，申报单位

登录“宁波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http://login.
sti.gov.cn/）”，点击区县级，选择奉化区科技管

理信息系统进行在线填报，并上传申报需提

交资料。未注册过的单位需先进行用户注

册，已注册过的单位凭以前的用户名及密码

登录申报；

2.网上初审通过后,申报单位于2020年1
月 15日下午 17:00前，将申报需提交资料，经

所属镇（街道）、开发区审核盖章后，一式二份

报送至区“小而美”企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区

科技局609室）。

联系人：毛杏忠 毛天添

联系电话：89285307
申报详情请登录奉化科技网 http://www.

fh.gov.cn/col/col138012/index.html
或添加“创新奉化”官方微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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