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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喝了羊汤，冬天不穿衣裳。”从这句四
川人的打趣话，可以看出当地冬季食谱上缺
不了羊肉这一美味。近日，2023昌都阿旺绵
羊全国首发品牌发布会在成都举办，为美食
之都的众多食客呈上了一份来自高原的好
礼。发布会上，西藏昌都阿旺绵羊最新品牌
形象正式对外发布。由于稀缺性，阿旺绵羊
2023 年全国首发仅 3000 只，发售时间为 12
月 17 日，产品涉及羔羊、成羊、预制菜等
系列。

自称“羊县长”的西藏昌都市委副秘书
长，贡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志新介绍，
昌都阿旺绵羊由 2000多年前纯种棕羊品种

驯化而来，目前仅存栏30000余只，是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昌都阿旺绵羊生长在海拔
4000-4500 米的环境中，散养放牧，草场总
面积 600万亩，相当于每只羊都拥有属于自
己的百亩草场，是“喝雪水、吃虫草”长大的
生态羊。2021年，昌都阿旺绵羊还入选了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品种，并获得绿
色、有机双认证，饲草燕麦草获食用原料有
机认证，2023 年被评定为生态原产地保护
产品。

国家级中式高端烹饪师何伟十分看好
阿旺绵羊的市场前景。他表示，羊肉消费已
经从区域市场消费变为全国普及性消费、由
少数民族消费变为全民消费，也由季节性消
费变为常年常态化消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愿意为优质品牌羊肉溢价消费。昌都阿旺
绵羊有着生长养殖周期长，体质强壮，肉质
细嫩等特点，是西藏羊的“领头羊”，市场前
景可期。

“要抓住市场机遇，一定要进行品牌升
级和供应链创新。”农物集创始人、三农投交
会发起人刘登峰表示，农物集公司是一家农
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商，主要帮助地标农产
品打造品牌与供应链创新，农物集将会协助
昌都阿旺绵羊以中高端市场为切入点，积极
探索礼品特通、零售餐饮、高端私域、电商直
播等精准的渠道新方式，从而推动阿旺绵羊
走出西藏、走向全国。

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产业处处长泽
仁志玛在致辞时表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近年来
昌都市和贡觉县立足阿旺绵羊特色产业资
源禀赋，充分发挥援藏优势，坚持把阿旺绵
羊作为龙头产业大力推进，成立藏东生物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坚持“畜禽良种化、养殖设
施化、生产规模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
化”，建成繁育基地、保种基地、有机肥加工、
饲料加工、食品加工、科研试验室、冷链物流
等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不断拓展羊肉深加
工、延展出羊骨、羊血、羊皮等高溢价附属
品，提升了阿旺绵羊产业价值。

会上，还进行了品牌与渠道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在晚宴品鉴环节，来自全国的嘉宾
代表齐聚一堂品尝了由阿旺绵羊制作而成
的“全羊宴”。

昌都阿旺绵羊全国首发品牌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何红卫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洪山菜薹、仙桃黄鳝、孝感米酒、洪湖莲
藕、襄阳牛肉面……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优
质农产品展销周在北京市举行，湖北省农业
农村厅组织武汉市、孝感市、荆州市等市州
21 家企业的 100 多个名优农产品走进展会
推介，同步举办了“水润荆楚 好味湖北”
2023 年湖北优质农产品品牌宣传推介活
动。相关湖北农企与北京的渠道商、采购商
达成合作意向，并进行现场签约。

大江大湖大武汉，好山好水好农品。武

汉农产品北京推介会上，蔡甸莲藕、汪集鸡
汤、黄陂三鲜等既有“颜值”又有品质的武汉
优质农产品，赢得了现场嘉宾的纷纷点赞。

孝感米酒企业在京与 30 余家渠道商、
采购商开展产销对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目前，孝感米酒企业根据现代年轻人快节奏
的生活，开发出即食型的酒酿、酒酿奶茶等
新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鄂州市组
织“一条鱼”“一头猪”系列产品进京参展，
利用武昌鱼新品牌、高楼生态猪等展示鄂
州优质农产品品质形象，诠释“中国武昌鱼

之乡”的品牌力量，现场咨询加盟活跃、客
户品鉴场面火爆。

在之前持续一个月的第九届上海东湖
美食节上，荆楚好食材组团推介，湖北省农
业农村厅与上海东湖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加强产销对接。近年来，上海已经
逐步成为湖北农产品比较稳定的销售市场，
2022 年上海购买湖北农产品成交额超过
2018年的 6倍。日前，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
联合湖北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在沪开办湖
北特色馆·农产品精品馆，集中展示湖北名
优农特产品，畅通“鄂品进沪”通道。

湖北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和供应
基地。近年来，湖北依托自身特色资源，推
动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通过强龙头、补链
条、兴业态、树品牌，湖北名优农产品的“朋
友圈”不断扩大。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推动湖北优质农产品走出
去，进一步提升湖北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
和市场占有率，今年相继在北京、长沙、青
岛等地组织了多场湖北农产品品牌宣传推
介活动，有效提升了湖北优质农产品品牌
的市场影响力，让更多人吃上鲜美、放心的
湖北好味道。

湖北名优农产品组团扩大“朋友圈”

据对全国 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
点的监测，12月份第2周（采集日为12月
13日）生猪产品、鸡蛋、商品雏鸡、牛肉、
生鲜乳、饲料产品价格环比下跌，鸡肉、
羊肉价格基本持平。

生猪产品价格。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23.3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0%，同比
下跌43.4%。江苏、山东、安徽、湖南、江西
等6个省份仔猪价格上涨，天津、山西、浙
江、新疆、海南等 23 个省份仔猪价格下
跌。华南地区价格较高，为 24.56 元/公
斤；华中地区价格较低，为 22.14 元/公
斤。全国生猪平均价格14.75元/公斤，比
前一周下跌 0.7%，同比下跌 31.2%。重
庆、山东、河南、河北、宁夏等 7个省份生
猪价格上涨，北京、福建、黑龙江、新疆、甘
肃等 22个省份生猪价格下跌，湖北价格
持平。西南地区价格较高，为15.60元/公
斤；华北地区价格较低，为 14.23 元/公
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24.58元/公斤，比
前一周下跌 0.6%，同比下跌 32.1%。四
川、山东、江西、安徽、河南等 7个省份猪
肉价格上涨，宁夏、海南、黑龙江、福建、广
西等23个省份猪肉价格下跌。华南地区
价格较高，为27.85元/公斤；东北地区价
格较低，为21.71元/公斤。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1.35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0.6%，同比
下跌 12.8%。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
份鸡蛋价格 10.11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
跌 1.4%，同比下跌 16.3%。全国鸡肉平

均价格 23.91 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
平，同比下跌 5.4%。商品代蛋雏鸡平均
价格 3.65元/只，比前一周下跌 0.5%，同
比下跌 8.5%。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
3.17 元/只，比前一周下跌 0.6%，同比下
跌11.0%。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1.46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0.1%，同比
下跌 7.9%。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
南等主产省份牛肉价格 70.83 元/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0.1%。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77.16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比
下跌 7.6%。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
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价格 69.39 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0.1%。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 10个
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3.67元/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0.3%，同比下跌11.1%。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2.8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7%，同比下跌
8.1%。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价格为 2.5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0.8%；主销区广东
省玉米价格2.92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4.34元/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0.2%，同比下跌16.7%。育
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80元/公斤，比
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下跌 7.1%。肉鸡
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92元/公斤，比前一
周下跌 0.3%，同比下跌 4.6%。蛋鸡配合
饲料平均价格3.62元/公斤，比前一周下
跌0.3%，同比下跌4.7%。

集贸市场

鸡蛋价格下跌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3年第 50周
（2023 年 12 月 11 日—12 月 17 日，下同）
“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22.23（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升 2.42 个点，
同比低3.15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
格 200 指 数 ”为 122.64（以 2015 年 为
100），比前一周升 2.85个点，同比低 4.13
个点。

猪肉价格基本持平，鸡蛋小幅下
跌。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20.02
元，环比基本持平，同比低33.0%；牛肉每
公斤71.67元，环比涨0.1%，同比低8.4%；
羊肉每公斤 63.78元，环比涨 0.1%，同比
低 6.0%；白条鸡每公斤 17.54元，环比涨
0.7%，同比低 7.8%。鸡蛋批发市场周均
价每公斤 10.14元，环比跌 1.2%，同比低
15.3%。

水产品价格涨跌互现。鲤鱼、鲫鱼、
白鲢鱼和草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4.16 元、18.20 元、9.02 元和 15.64 元，环

比分别涨 1.0%、0.7%、0.7%和 0.1%；大黄
花鱼、花鲢鱼和大带鱼周均价每公斤分
别为 44.10 元、16.27 元和 38.40 元，环比
分别跌0.8%、0.6%和0.4%。

蔬菜均价小幅上涨。重点监测的28
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4.89 元，环比涨
2.9%，同比高7.2%。分品种看，22种蔬菜
价格上涨，6种下跌。其中，青椒价格涨
幅较大，环比涨23.8%，茄子、西红柿和油
菜 价 格 环 比 分 别 涨 14.0% 、12.2% 和
10.2%，其余品种价格涨幅在 10%以内；
生姜、平菇、莴笋、菜花、香菇和土豆价格
环比分别跌5.0%、2.6%、2.3%、2.0%、1.2%
和0.4%。

水果均价小幅上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7.15 元，环比涨
1.4%，同比高 5.5%。分品种看，鸭梨、西
瓜、菠萝和巨峰葡萄周均价环比分别涨
3.7%、3.5%、1.6%和0.8%；香蕉周均价环比
基本持平；富士苹果周均价环比跌0.1%。

批发市场

蔬菜、水果价格小幅上涨

本栏目稿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提供

□□ 王玥

在距离天津市区 140多公里的蓟州
区马伸桥镇邦博家庭农场，农场主刘爱
博正在大棚里给蓝莓树剪枝。眼前这个
占地 3 亩多的大棚里，红色的、绿色的、
蓝色的蓝莓像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树
上。目前，邦博家庭农场的产量能达到
亩产2000斤左右。

马伸桥镇是天津市有名的“蓝莓小
镇”，像刘爱博这样种植蓝莓的农场主还
有很多。在这个镇里，淋河村、东孔庄、
花园等多个村的耕地土质呈弱酸性，稍
加改良就非常适合蓝莓生长。结合村里
的实际情况，刘爱博成立了邦博富兴蓝
莓种植专业合作社，现有 108户社员，种
植面积达5000余亩，年产蓝莓300万斤，
产值可达 3 亿元，小小的蓝莓成为当地
农民的“金疙瘩”。

在刘爱博农场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
中，其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园区
大概投资了 200万元，在发展过程中，还
会有一些持续性的人工、维修成本的投

入。”他举例称，比如现在正值采摘期，单
个工人的日工资就要 200 多元，人工成
本一天就要近 5000元。除了人工成本，
农场里一些基础设施也要定期维护。王
爱博指着大棚上的塑料布说：“这些塑料
布每年都要更换，干活不能就乎。”发展
需要投入，邮储银行天津分行根据邦博
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为其匹配了 100
万元的信用贷款。

在马伸桥镇，蓝莓种植家庭农场成为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主要
桥梁与纽带。据了解，邮储银行天津分行
2023年初针对马伸桥镇的产业特点推出
了“蓝莓贷”，专门对蓝莓产业进行扶持。

“以前小额信用贷款的最高额度在 20万
元，‘蓝莓贷’最多能贷到 100万元，邦博
家庭农场就是申请的这个贷款产品。”邮
储银行蓟州区支行行长王宇锋表示。

近年来，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大力扶
持涉农特色产业，量身开发了“民宿贷”、
肉牛养殖贷、水稻贷等特色产业贷款，依
据区域特色，打造“一行一业”特色支行
建设，精准扶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天津蓟州区

小蓝莓“贷”来致富路

浙江省仙居县朱溪镇兴隆村地处深山，有养蜂农户53户，蜂桶1500多个。近年
来，朱溪镇组织党员、志愿者帮助农户开设网络直播，多渠道推广销售土蜂蜜，打开销
路，增加农民收入。图为近日兴隆村党员志愿者在蜂农家门口直播、销售土蜂蜜。

王华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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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从脱贫攻坚到接续推进乡村振兴，郑商所不断探索期货市场助力河南桐柏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和机制，将定点帮扶“责任田”打造为资本市场服务乡村建设的“示范田”——

十年帮扶路 成就“示范田”
□□ 刘珂依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侯雅洁

河南桐柏李湾村，青山耸峙，草木挂银。
山脚下的连片菇棚内，菌棒整齐，香

菇肥满。“自从郑商所帮助修建了香菇大
棚，大伙儿不仅脱了贫，如今日子越过越
红火。”谈到近年来的变化，李湾村村民李
立书脸上充满笑意。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国证监会党
委定点帮扶工作安排，郑商所开启定点帮
扶桐柏之路。定点帮扶期间，郑商所坚决
扛起定点帮扶政治责任，党委班子成员深
入一线开展调研38人次，摸需求、找短板、
抓落实，选派4名挂职干部，增派6名青年
骨干员工到桐柏县基层工作。十年来，郑
商所直接投入帮扶资金7675万元，引进帮
扶资金 3500万元，推动消费帮扶超过 700
万元，累计为桐柏县经济社会发展支持资
金物资超过1.18亿元。从党建扶贫、教育
扶贫到产业扶贫、医疗扶贫，郑商所用实际
践行着“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初心与决
心，帮助桐柏县在2020年顺利脱贫摘帽。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郑
商所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研究制定
过渡期内定点帮扶工作规划，坚持“医教
托底、智志引领、期货增力、典型带动”，将
定点帮扶“责任田”打造成了资本市场服
务乡村振兴的“示范田”。

智志双扶，以基础建设促振兴

地处豫鄂交界、淮河之源，桐柏素有
“宛东咽喉”“信西屏障”之称。但因地处
偏远山区，桐柏曾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县和河南29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可谓
是“贫中之贫”。

为了顺利破题桐柏扶贫之问，郑商所
高位谋划，成立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定点帮
扶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郑商所定点帮扶
工作办法》，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不
同阶段的部署要求，持续调整优化帮扶政
策，打出定点帮扶“组合拳”。

政策已定，郑商所将帮扶工作的起手
式放在修路。曾经，道路崎岖、河流阻隔等
问题严重制约了桐柏群众脱贫致富的步
伐。帮扶初期，郑商所因地制宜优先实施
道路、桥梁援建等帮扶举措，先后支持安棚
镇、吴城镇等乡村修起惠民路、建起漫水
桥，架起群众通向脱贫致富的“幸福路”。

走进毛集镇新庄村，从登山步行道到
环湖徒步小径，从广场舞到趣味运动会，古
老的村庄处处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郑
商所先后投入帮扶资金170万元，支持毛集
镇建设南湖党建文化广场，围绕广场建设

‘道路硬化、环境绿化、村庄亮化’等民生工
程，不仅夯实了党建基础，提升了党支部服
务群众的能力，还吸引着更多人返乡就
业。”毛集镇党委书记安可军说。

为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桥头堡”作用，
郑商所坚持“党建+帮扶”深度融合，聚焦

村党支部阵地建设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先
后支持 10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及
改造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李湾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磊介绍，郑商
所帮助村里建起党群服务中心后，党员参
事议事的积极性提高了，群众的向心力也
大大增强。围绕党群服务中心，李湾村还
建设了高标准香菇大棚、烘干车间、冷藏
车间等一系列设施。“我们村以前是软弱
涣散村，近年来在郑商所的支持下全面发
展，在2023年举办的‘桐柏英雄杯’十强村
评选中，李湾村从全县二百多个村子中脱
颖而出，成为十强村之一！”

为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组织力，郑商所组织 3家下属公司党支部
与桐柏县 3个贫困村党支部“结对子”，进
行“跨行业、跨区域”全域党建。“党建联建
不仅帮助支部解决了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还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方
法。”王湾村党支部书记郭进军说。

如果说支部是“桥头堡”，那么干部就
是“排头兵”，自定点帮扶以来，郑商所持
续支持基层带头人培训项目，累计帮助桐
柏县组织基层干部 1100余人次参加教育
培训，大大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以“业”造“血”，以产业振兴拓增收

冬日的桐柏山银装素裹，穿越连绵的
山峦丘陵，各色优势产业令人振奋。近年
来，郑商所统筹行业帮扶资金，支持桐柏发
展特色产业，持续增强产业“造血”能力。

吴城镇王湾村的岗坡地上，漫山遍野
套种着花生、芝麻的茶叶地。王湾村四季
分明，雨量充沛，是远近闻名的茶叶村。
但由于技术要求高，前期投入大，产业见
效慢，群众对发展茶产业有顾虑，长期以
来种茶积极性并不高。

“在郑商所的支持下，我们决心要把荒

山变成产业基地。”郭进军边走边介绍，“这
几年，郑商所为村里争取到帮扶资金200余
万元，建设了有机茶叶基地和产业道路等设
施，茶叶种植面积从3800亩增长至今的1.1
万亩，每亩纯收益也较之前翻了一番。如
今，茶产业成了王湾村群众稳定增收的‘绿
色银行’，采茶高峰期可安置就业人员达
3000人，资源优势真正变成了发展优势。”

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
能。近年来，郑商所立足行业特色，不断探
索期货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路径和机制。
桐柏是“花生之乡”，花生种植面积达34万
亩，是桐柏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但由于天
气、病虫害等原因，“丰产不丰收”制约了农
民持续增收。郑商所结合上市花生期货，
在桐柏县持续开展花生“保险+期货”试点
项目，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

“参与‘保险+期货’试点，农户每亩花
生只需10元保费。”桐柏县丰果花生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郭长松介绍，当花生期货价格
低于保险保障价格时，参保户就会得到相
应的赔偿，农户种花生有了稳稳的“幸
福”。2023年，郑商所将试点项目升级为收
入险模式，提供价格和产量的双重保障。

产业振兴还需产业人才。定点帮扶期
间，郑商所启动“产业振兴千人培训计划”
项目，针对茶叶、花生、中药材、食用菌等桐
柏优势主导产业开展系列培训，累计培训
技术人才4100余人次，补齐种植技术、生产
加工、品质检验、电商营销等关键环节短
板，用“人才引擎”打通产业链条上下游，让
特色产业种得好、产得佳、卖得出。

医教托底，筑牢群众“幸福梦”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扶贫工作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郑商所的
健康和教育帮扶项目在桐柏县落地生根，
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作为曾经的深度贫困县，桐柏医疗基
础较为薄弱，因病致贫、返贫的贫困户占建
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四成以上。为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一线，郑商所累计投入健
康帮扶资金3204万元，帮助桐柏县健全县
乡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援建143个标准化
村卫生室，配备大型医疗设备1500余件，有
力提升了桐柏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硬件齐全了，“软服务”更要跟上。自
2020 年起，郑商所协助桐柏县组织开展
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培训，全方位提高基
层诊疗水平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为乡
村群众提供更为优质的卫生健康服务保
障。“目前培训人次 1800 多人，基层医疗
水平大大提高，群众基本实现了‘小病不
出村、常见病不出乡’。”桐柏县卫健委主
任王诗庆说。

人才是乡村发展的核心资源，教育帮
扶是打开“希望之门”的关键。针对桐柏
县教育基础薄弱、贫困家庭上学困难等问
题，郑商所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一系
列教育扶贫措施。从推动吴城镇初级中
学、安棚镇利民社区小学基础设施提档升
级，到在 16 所乡镇学校设立“爱心书
屋”……郑商所的教育帮扶走深走实走
细，不仅改善了当地学校的教学条件，更
为孩子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为化解因学返贫、致贫风险，牢牢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郑商所聚焦
脱贫监测户家庭学生，投入支持资金
306.1万元，引入帮扶资金近 100万元，通
过发放爱心包裹、设立新长城自强班、助
学奖学金等形式重点开展资助，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

十年帮扶共携手，淮源处处见真情。
十年来，郑商所坚决扛起定点帮扶政治责
任，为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和接续推进乡村
振兴贡献了强有力的期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