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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满江

红》火了，一并带

火了有岳飞、秦

桧像的旅游景

点，这是情理之

中的事，但始料

不及，多地出现

了秦桧跪像被排

队掌掴，甚至打

砸的情景。

相关话题在

互联网持续走

热，继而引发了

一场大讨论。其

实，“打秦桧像”

的行为由来已

久，遍布各地的

岳王庙和忠武祠

内，秦桧等四大

奸臣的跪像经常

被人掌掴，比如

杭州的岳王庙，

秦桧夫妇已经

“跪”了五百多

年，总是被人砸

烂，据说历史上

已经重复修筑了

九次。

过去我们看到有人打秦桧

像多是报以一笑了之，景区也

多采取默认的态度，甚至还成

为了一些景区的“特色节目”，

以吸引人气，那现在为什么我

们要旗帜鲜明甚至非常严肃地

来对这一行为喊“不”呢？

景区内的秦桧跪像固然有

一定的象征意义，但归根结底

是景区内的公共设施，有物权

属性，游客排队去打甚至操起

铁板就砸，实际上是一种破坏

行为，严格点来说，是一种不文

明甚至是违法的行为。这个道

理就等同于我们可以反对封建

王朝，但是不能因此去故宫参

观时就可以一把火点了它。

正因此互联网上反对打秦

桧像的舆论意见占比最高，媒

体也纷纷发表文章呼吁人们冷

静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

是喊“好”的仍大有人在，甚至

有人扬言要去效仿。

过去我们一笑了之是因为

它没有形成风气，但现在不一

样了，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然激

发，对这种现象背后的思想倾

向必须认真对待。

有一点必须明确：反对打

秦桧像，并没有伤害人们的家

国情怀，社会大众朴素的正义

感并非没有得到理解。相

反，这种正义感的“情感宣泄

方式”，是破坏性的，需要得

到正确的引导，找到合适的抒

发渠道。

文明出游是现代人应有的

素养，要自觉维护公共设施、公

共秩序，人们从影视作品中汲

取到了正能量，更应该将之转

化为个人的修养，而不是付诸

暴力。

反观我们身边，类似这般，

以“正义”的名义行破坏之事，时

有发生，或闹出了笑话，或引发

过悲剧。

是时候作出修正了。

上海沙乌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崇

明县/区种畜场。自1968年建立以来，种畜场始

终致力于沙乌头猪的保种育种工作，搜集来沙乌

头原种猪的全部8个血统，一直保种繁育至今。

为了更好地做好沙乌头猪的保种工作，畜牧专家

为每头沙乌头猪进行登记造册，建立档案。一头

种母猪的登记本上，通常记载着它的所属系谱、

出生年月，以及产子哺育等信息，其三代系谱、每

胎哺育的数据，都有详细记录。依靠众多工作者

的接续努力，这8个“家族”历经30多年依旧“猪

丁兴旺”，并依靠精子冷冻贮存等技术积攒了厚

重的“基因资产”。

沙乌头猪种群的转机，是市场对于“老味道”

追求的回归，人们愿意花更高的价格购买“更有

肉香味”的土猪肉，本土黑猪的劣势因而被部分

抵消，相关养殖产业也逐渐回温。当下上海四大

本土猪的种群复苏正在启动，而沙乌头猪无疑是

其中的先行者，从2020年启动商品化促进保种

方案后，目前种畜场内养殖的沙乌头商品猪数量

已经上升到3000多头。

但相比大白猪，沙乌头猪的价格还是较高，

要提升它的市场竞争力，必须进行物种改良方面

的研究。在猪舍，记者看到一些通体白色但隐约

有些黑斑的小猪出现在猪群中，它们正是第一代

沙乌头猪杂交实验的成果。凡中坤表示，在未

来，他们将通过不断实验，培育出最大程度继承

“父母”优点的“天选之猪”，再通过7到8年的时

间固定血统，最终实现沙乌头猪的基因改良。

“经过前两年的试水，预计今年沙乌头猪出

栏数量会在5000头左右，是近年来之最。”凡中

坤告诉记者，由于市场反响很好，养殖的数量会

继续增加，公司也计划在今年启动养殖场设施更

新，改建猪舍、引入AI养猪等技术，以科技来提

升猪肉品质，降低饲养成本，在丰富市民菜篮子

的同时，使这一“千年良种”得以更好延续。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本报记者探访上海最大本土猪养殖场

崇明黑毛猪回来了

在上海沙乌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凡

中坤的带领下，记者经消毒检测后穿上全套防护

服，进入了这一国家级沙乌头猪保种场，上海崇

明区种畜场。如此严防死守也是为了防御病毒，

只不过目标是非洲猪瘟，这种病毒不会对人体造

成任何伤害，却能给猪群带来灭顶之灾。

看到有人前来，小猪们以为是饲养员喂食，

呼啦一下涌到围栏前。和常见的大白猪相比，它

们的体形稍小，皮肤褶皱较多，浑身长满黑毛。

虽然看上去有些凶猛，但其实它们非常胆小温

顺，由于大耳朵几乎将双眼遮挡看不见东西，稍

微大点的动静就能把它们吓得四散奔逃。“这种

现在已经不太常见的黑毛猪，其实是上海真正的

‘土著猪’之一。”凡中坤告诉记者，沙乌头猪和崇

明先民结缘，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

沙乌头猪，是太湖流域猪的一种分支，经过

代代自然繁育形成的良种。据说在公元618年

唐武德元年，崇明岛先民就开始饲养这种肉猪。

沙乌头猪属于江海型猪种，以产崽数多、繁殖力

高而著称，具有适应性强、耐粗饲、繁殖力高等特

点，其肉质鲜美、肉色鲜红、嫩而多汁。尽管优点

众多，它还是在与外来物种杜长大等白猪的竞争

中落败。

“沙乌头猪成熟周期是8个月，而大白猪是6

个月，而且要比土猪重1/3，瘦肉率还更高。”凡中

坤告诉记者，洋种猪虽然在味道上稍逊一筹，但

在饲养的性价比上优势明显，因此迅速取代了本

土猪种的地位。

据统计，1979年，崇明全县沙乌头猪养殖数

量超过70万头；1986年，其数量已不足2万头；

到2005年，全国第二次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时，曾

经随处可见的黑毛土猪，在崇明民间已近乎销声

匿迹，种畜场存栏仅70头母猪和13头公猪。据

一位保种场老职工回忆，崇明纯种沙乌头猪最少

时只剩下50头，也正是这些星星之火，成为了如

今沙乌头猪种群复苏的希望。

千年良种→基因改良 培育“天选之猪”

随处可见→濒临灭绝 救救这个“土著”

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
乙管”后，上海已经很难看到
“大白”了。但崇明岛上的一
个养殖场，依然需要穿上防护
服，经过反复消毒检测后才被
允许进入。如此高的防疫标
准，是为了保护一种珍贵的上
海本土物种——沙乌头猪，又
称崇明黑毛猪。历经千年时
光，它一路陪伴崇明先民走到
今天，一度濒临灭绝，又在近
几年种群复苏。
日前，记者探访了上海最

大本土猪养殖场，今年将有
5000头沙乌头猪从这里走向
市场，这一数字创下了近年来
的最高纪录。

■ 俯瞰猪保种场

▲ 进入上海市崇明区种畜场前

需消毒后穿上全套防护服，防止

将非洲猪瘟等病毒传染给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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