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茅慧元悉心照顾水牛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一
细 逐一“建档立卡”

老杜农场位于崇明陈家镇，离
长江隧桥不远，从市区驱车1小时
就能到达。走进园区，一尊水牛雕
塑映入眼帘，下方写着“上海水牛，
中国最牛”。在崇明老杜集团董事
长杜俊德看来，这句话不仅仅是一
句宣传口号，也是对上海水牛地位
公允的评价。
严格来说，上海水牛不是一种

牛，而是上海及周边地区本土水牛
的统称，包括崇明水牛、南翔水牛、
田子湾水牛、圆筒水牛等。这些水
牛的血统、习性、特征大致相同，共
同特点是体型巨大、体格强壮、容易
饲养。相比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水
牛，上海水牛要明显大一圈，成年个
体体重普遍超过一吨，在世界范围
这样的良种也极为少见。
江南地区水网密布，上海水牛

非常适合在水稻田中耕作。它与江
南地区先民结缘已超过 5000 年。
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水牛
骨骸。也许更早，先民们就驯化了
这些生活在水网沼泽中的巨兽，经
过一代代繁育，让它们成为农业生
产最得力的帮手，一路陪伴我们走
到今日。
作为土生土长的崇明人，杜俊

德依然保留着“耕牛情结”，在得知
上海水牛濒临灭绝时，他就萌生了
建立水牛保种养殖基地的想法。杜
俊德发现，在崇明岛、长兴岛与横沙
岛，依旧有农户零散养殖本地水牛，
大部分作为食用牛供应外地市场，
“还有个别农户为了耕作边角农田
方便，无意之中保住了上海水牛最
后的种群。”
近3年，杜俊德陆续回购散放

在民间养殖的上海水牛，收购的
100多头牛这几年不断添丁让农场
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在市、区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术人员指导
下，农场为这些水牛“建档立卡”，做
身份编号。档案记录详细，养殖地、
畜主姓名、毛色特征、出生日期、登
记日期等都逐一明确。统一的牛棚
管理，对上海水牛的保种研究起到
关键作用。

二
急 牛犊带路求助

老杜农场的牛棚内空空荡荡。
盛夏，水牛必须泡在水中，它的汗腺
只有旱牛的 5%，若是在烈日下暴
晒，几小时内就会中暑而死。
要想找到水牛，可以求助“寻牛

向导”茅慧元。他是替农场照看水

牛的养牛人，十几岁开始养牛，对水
牛的品性、习惯特别了解，农场内的
牛都是他的朋友，每一头的情况他
基本了然于心。
“超过35℃，水牛基本要待在

水里，大热天它们要‘水包皮’，冬天
则是‘皮包水’。”在茅慧元的带领
下，记者见到了泡在附近小河里躲
避高温的水牛，它们只露出头部和
脊背，有白黄相间的鹭鸟停在牛背
上。这些鸟儿叫牛背鹭，是水牛的
“好朋友”，经常捕食牛背上的寄生
虫。这两种体型相差悬殊的动物形
成了有趣的“共生同盟”。
养殖基地附近的一条小河，水

面上探出3个小脑袋，见到有人靠
近，纷纷从河里爬上岸。它们是3
头牛角还未成形的牛宝宝。“这3头
小牛只有4个月大，它们的妈妈就
在附近。”茅师傅走向小牛犊，但它
们却不靠近，反而向附近另一条小
河走去，还时不时回头看看，似乎在
试图带路。
跟随小牛走到河边，它们的妈

妈就在河里。“坏了”，茅师傅看到
母牛立即上前寻找牛绳，原来绳子
被树枝缠住了，母牛无法上岸觅
食，已经被困了两天。茅师傅说，

他每天都会巡视，远远看到这头母
牛泡在水里没有太在意，若不是跟
着小牛走近，不知道它们的妈妈还
要饿几天。
解开被缠绕的牛绳后，母牛恢

复了行动自由，但虚弱地连河岸都
上不去，岸上的小牛也着急，却也帮
不上忙。“小牛是急着要喝奶，这头
母牛都饿坏了，但现在问题不大了，
它休息一会儿应该能自己爬上岸。”
望着吃了苦头的那头水牛，茅慧元
很是心疼。

三
叹 养牛后继无人

茅慧元是个“牛痴”，水牛在他
眼中通人性，性格温顺极少展现攻
击性，对主人还非常忠诚。村里曾
有个养牛的老人，年纪大了腿脚不
便，家里的老牛就是他出行的交通
工具。每次老人准备出门，只要对
着外面喊一嗓子“过来”，一头体型
庞大的水牛就会闻声而至，再喊一
声“下来”，老牛就会乖乖低下头，让
主人踩着它大脑袋爬上牛背，然后
小心翼翼地抬起头。一人一牛晃晃
悠悠在田间漫步的场景让茅师傅记

忆深刻。
都说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水牛其实一点不逊色。路上遇到自
家水牛，只要茅慧元喊一声，水牛就
会屁颠屁颠地向他走来，亲昵地舔
舔主人，不用牵牛绳就跟在后面走，
有时还会叫上自家的牛娃一起跟
着。只有它们最信任的人，才有这
样的待遇。久而久之，在园区里的
人们眼中，茅师傅俨然成了“牛语
者”，也被戏称为“牛王”。
“牛王”的称号固然威风，但令

他郁闷的是，随着水牛耕作功能逐
渐被现代农业所淘汰，养牛人这份
职业不再具有吸引力，年轻人对此
避之不及。随着老一辈渐渐隐退，
整个崇明岛的养牛人只剩了几十
人，60岁的他都算得上是岛内年轻
的养牛人。
有时茅师傅会和身边的年轻人

开玩笑说，就跟着我养牛吧。他们
一听连连摇头：“那么辛苦，我可受
不了。”面对拒绝，他也无力反驳，养
牛人不管骄阳似火还是风雨交加，
每天必须巡视两遍放养的水牛，有
时牛绳缠绕芦苇或牛滑落沟渠摔
倒，都可能导致水牛发生意外。就
在前几天，另一养牛户的一头水牛
因误入干涸的河道，陷于淤泥中不
能动弹被烈日活活晒死。去年也有
头半大的公牛在农场里仰面摔倒在
水渠里，内脏压迫心肺致其死亡。
脏、累、没前途、不受尊重……

茅师傅觉得年轻人拒绝这份职业的
理由都可以理解，他之所以选择这
行并坚持到今天，完全是出于对水
牛的喜爱。在他看来，水牛不仅仅
是家畜，是农业工具，更是有喜怒哀
乐的伙伴，它们对人类无条件地献
出忠诚。这些“温柔的巨人”曾经是
农民们的“命根子”，它们一生的使
命，就是为人类辛勤劳作。茅慧元
决定，将照顾好水牛作为自己一生
的事业。
“如果有可能，帮我找个接班人

吧，我总有一天要退休，这一手养牛
的本事如果传不下去，太可惜了。”
茅师傅说上海水牛的保护如今得到
了重视，他也希望养牛人能不断有
新鲜血液加入，留住这一珍稀良种。

四
喜 续写千年情缘

今年1月18日，地方畜禽遗传
资源（上海水牛）保护与利用研讨会
在崇明召开。来自市农业农村委种
业管理处、畜牧管理处、市畜牧技术
推广中心、市农业科学院、上海交通
大学、光明集团、市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市特种养殖业行业协会和崇明
区农业农村委等单位的资深专家一

致认为，上海水牛“失而复得”弥足
珍贵。将上海水牛的优良基因保存
下来，实现遗传资源再利用，以确保
生物多样性，是事关珍贵遗传品种
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事。
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部署

下，由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牵
头，市农业科学院、市特种养殖业行
业协会共同参与的《上海水牛种质
特性和保护体系研究》，作为2022
年度市农业农村委科技兴农项目被
予以立项，设于崇明区的上海水牛
保种场列入筹建，以推进上海水牛
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上海市特种养殖业行业协会会

长周志强介绍，受市农业农村委员
会种业管理处委托，市特种养殖业
行业协会连续3年来，在上海9个涉
农区开展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排摸，
形成较为完整的调研报告。这一报
告发布的数据，与当前开展的上海
第3次畜禽遗传资源的普查数据基
本一致。目前，上海水牛在上海郊
区的总体数量、分布及基本情况均
已被掌握。
周志强表示，正是在多方积极

努力下，上海水牛于2021年1月被
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作
为国内著名的良种水牛，其优良特
性以及独特的地方遗传学价值得到
农业农村部与业内权威部门、专家
的充分认可。
上海水牛保种场项目负责人胡

杰告诉记者，自古以来，水牛就是滩
涂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如今在崇
明岛还有少量的水牛依旧在耕地，
在一些不规整的小块边角田地，农
民们更青睐用水牛犁地而非机具。
近年来水牛的其他经济价值也愈发
受到重视。例如水牛奶就是一种珍
贵的优质牛奶，其营养价值和口感
均优于一般牛奶。
在老杜农场的规划中，上海水

牛保种场也将成为生态有机农场循
环链中的一部分。牛粪牛尿除了堆
肥种菜之外，还被用于养虫，一种专
门以粪便为食的黑水虻，它们的幼
虫又可以被加工成养殖家禽所需要
的高蛋白饲料。同时，稀缺的上海
水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
注，未来农场开展农业旅游项目，温
顺通人性的水牛很有可能“上岗”成
为“形象大使”，为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的打造增添新的IP元素。
遥想上海先民躬耕这片土地之

时，水牛就成为人类忠诚的伙伴，一
路相随不离不弃直到今日。即便已
经结束了耕作的历史使命，我们依
然有义务和责任维系这份古老的约
定，让孩子们今后还能看得到活生
生的上海水牛，续写这段绵延千年
的人牛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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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上海水牛
“失而复得”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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