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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资讯

人物风采

□□ 刘舸 本报记者 冯建伟

河南省平舆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农家养蜂
女，追花采蜜 34 载，足迹踏遍全国 17 个省区的
部分村落；蜂产品一直自产自销，做到对消费者
负责到底；甘当致富领路人，无私帮助近百户蜂
农摆脱贫困奔小康，还多年坚持采用蜂针疗法，
义务为颈肩腰腿痛、痛风等患者疗疾治病，使他
们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她就是平舆县养蜂
协会骨干会员、县挚都养蜂专业合作社创办人、
玉皇庙乡学佃村村民娄莲珠。

不甘贫穷，走上养蜂路

现年 55 岁的娄莲珠，35 年前嫁入离娘家不
远的学佃村冯家。当时的农村还很贫穷，冯家更
是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1985 年 8 月其子出
生后，娄莲珠夫妇在一位养蜂亲戚的帮助下，决
心靠养蜂让全家人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至
当年底，她家的蜂群（箱）便从起初的4个增加到
17 个。为确保蜜蜂安全过冬和进行冬春繁育，
并继续采花酿蜜，娄莲珠忍痛撇下正吃奶的儿
子，一个人带着自家17个蜂群（箱），和其他养蜂
户“组团”远赴四川自贡农村放蜂，从此走上追花
采蜜的奋斗之路。

地处豫东南的平舆县古称“挚国”，是中国白
芝麻原产地，也是油菜种植大县。但受季节限制，
娄莲珠和她的蜂群一年中留在家乡的时间总共才
2个月左右。为采到野山枣、五味子、荆条、椴树、
洋槐等花蜜，她每年10个月左右的时间都要外出
放蜂，足迹踏遍京、冀、湘、鄂、晋、陕、甘、粤、桂等
17个省区。长年逐花而居、风餐露宿的日子让娄
莲珠吃尽苦头。她一度患上严重的风湿病，在一

次次迁徙途中还要为山高沟深、道路崎岖而冒险，
在落脚地被蚊叮虫咬、毒蛇侵扰更是家常便饭。
最使她感到难过的是常年聚少离多的日子让夫妻
俩的感情渐行渐远，最终劳燕分飞……

目前，娄莲珠的蜂群（箱）已发展到 400 多
个，年产一二级蜂蜜4万多公斤、蜂王浆800多公
斤、蜂蜡 500 多公斤、蜂胶 100 多公斤及少量蜂
花粉。

诚实守信，只卖“良心蜜”

多年来，无论养蜂规模大小、生产蜂产品多

少，娄莲珠始终坚持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产品，
从不掺杂使假。通常一箱蜂蜜 5 天采集一次，
而娄莲珠则每 15 天采集一次。这样做蜂蜜产
量自然会受到一定影响，但纯度和营养却更高，
消费者就能得到更多实惠。她自豪地说：“俺家
的蜂蜜，存放 20年都不会变质！”

对市场上在蜂蜜中掺糖兑水现象，娄莲珠坚
决表示反对。她说：“纯熟蜂蜜大人小孩、有病没
病都能吃，掺糖兑水的蜂蜜不光营养打折、不耐
存放，还祸害人哩！”

“做人要实诚，卖蜂蜜不能连良心都卖了！”

正是靠着诚实守信，娄莲珠的蜂产品深受市场青
睐，一直畅销不衰。

带富村民，是最大幸福

1994 年，平舆县科协扶持创办了县养蜂协
会，当时已是知名养蜂土专家的娄莲珠被吸收为
首批会员。她积极参加养蜂协会组织的培训课
程，知识、眼界和思想境界不断得到提升。她悟
出自己富不算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才是自己
最大的幸福与满足。

在县科技局老领导王全禄的热情支持下，
娄莲珠于 2011 年正式牵头创办了平舆县挚都
养蜂专业合作社。为帮助群众养蜂起步，不论
是否沾亲带故，也不管是本县人、外地人，娄
莲珠一律采取赠予的方式为他们提供部分蜂
群（箱）、蜂王。为不断提升蜂群质量，娄莲珠
每年都会以单头上千元的价格买回种蜂王进
行更新、繁育。

娄莲珠每年育出的二代蜂王除自用外，基本
上都免费赠送给有需要的蜂农了。2011 年春
天，想养蜂致富的阳城镇农民老刘找到娄莲珠，
她二话没说，当时就送给了老刘两群蜂和两头蜂
王。当年秋天，娄莲珠又送给他 12 头蜂王。辛
店乡农民付小伟，在娄莲珠连续5年的指导帮助
下，不仅靠养蜂致富，还建起了 240 多亩地的农
业生态园。前不久，她就给慕名前来的项城市两
位蜂农一次赠送了 80 头二代蜂王，让两位蜂农
十分感激。

目前，娄莲珠的挚都养蜂专业合作社已拥有
社员近百名，全部实现致富奔小康。合作社共有
蜂群（箱）2.3 万多个，年均出产各类蜂产品 240
万多公斤！

追花采蜜 甜美人生
——记河南平舆县挚都养蜂专业合作社致富带头人娄莲珠

娄莲珠娄莲珠家家一处放置近百群一处放置近百群（（箱箱））蜜蜂的放蜂点蜜蜂的放蜂点。。

关注生猪稳产保供

□□ 本报记者 李杰

“今年 2 月份，我们公司生猪生产下降到
低点，然后逐月回升，6 月份生产恢复到常年
水平，至今 4 个月保持了连续 10%以上的增
长。”11月 19日，河北省新河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经理秦规范对记者说。该公司正在建设的
母猪繁育场，将在12月下旬完成并投入生产，
预计明年生猪生产将实现“成倍增长”。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处处长陈东来
说，今年以来，河北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省政府生猪生产政策，坚持生猪“稳产保供”
和疫情防控“两手抓”，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
地，大力推进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从 6 月份
至今实现了生猪生产止跌回升的良好势头，
11月1日仔猪销量恢复至疫情发生前水平。

生猪生产各项指标“稳中向好”

据统计，全省生猪生产逐步回升。截至9
月底，该省生猪存栏1378万头，能繁母猪存栏
141.1万头，同比分别下降 20.1%和 19.9%。但
环比来看，从6月底开始，生猪生产止跌回升，
6月底环比上涨0.32%、7月底环比上涨0.22%，
8月底环比上涨0.26%，9月底环比上涨2.13%，
已实现连续4个月环比增长。

近期行业数据显示，全省每天调出生猪
2.5 万头，其中调往京津 7500 多头，与非洲猪
瘟疫情发生前基本持平。根据30个价格监测
点统计，截至 11月 1日，全省猪肉均价每公斤
58.52元，环比上涨 6.98%，但较全国平均价格

低0.1%，各地猪肉市场供应充足。
“替代品”生产稳中有增。截至9月底，该

省牛肉产量 45.6 万吨，同比增长 1.7%。羊肉
产量 21.6 万吨，同比增长 2.5%。禽肉产量
68.1 万吨，同比增长 6.5%。禽蛋产量 292.4 万
吨，同比增长 1.4%。11月 1日，鸡蛋价格每公
斤 11.67 元，较全国平均价格低 10.12%，白条
鸡价格每公斤 23 元，较全国平均价格低
13.5%，牛肉价格每公斤 69.83元，较全国平均
价格低 14.47%，这些猪肉“替代品”生产供应
充足。

今年以来，该省各地组织了一系列招商
活动，吸引“新希望”“牧原”等一批大型国内
生猪养殖企业投资建场。据统计，全省计划
新建、改扩建年出栏 50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
场 450家左右，投资约 97亿元，全部投产后可
增加生猪存栏260余万头。

化解“没钱没地不敢养”难题

9月7日，河北省政府印发《关于稳定生猪
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通知》，农业农村、财政、
发改、银保监等部门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从
资金、土地、环保、信贷、保险等方面，为恢复生
猪生产提供了政策保障。10月8日，河北省农
业农村厅召开了部分养殖企业恢复生猪生产
协调会议，随后召开了金融部门支持生猪生产
对接会议，着力解决“没地养”“没钱养”“不敢
养”的问题，大力推进标准化养殖。

在“没地养”问题上，生态环境厅和农业
农村厅联合召开全省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

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电视电话会议，
要求违规划定禁养区的要尽快整改，新划禁
养区按要求向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备
核，对禁养区内需要搬迁的生猪养殖场，做好
协调和服务，支持异地重建，同时加快违规划
定禁养区排查整治。并协调土地复垦费交
纳，盘活用于发展生猪生产的资金达4亿元。

在“没钱养”问题上，相关银行下发文
件，对有抵押的养殖企业按照相关规定给予
贷款，对没有抵押的养殖企业可以申请信用
贷款，并简化贷款手续，当地建设银行承诺信
用贷款最高200万元，邮储银行承诺信用贷款
最高100万元。创新贷款方式，开展生猪养殖
抵押创新，尝试用土地复垦费、应收账款、土
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等进行抵押贷款，努力为
生猪养殖贷款提供便捷服务。

在“不敢养”问题上，一方面宣传生猪扶
持政策，通过召开会议，网络、电台、电视、多
媒体宣传等途径，向广大养殖场户宣传国家、
省及地方支持生猪生产一系列政策措施。另
一方面，加强技术指导，每周发布动态信息，
指导养殖场户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组织生
猪产业创新团队岗位专家和实验站长深入养
殖场户，推广杂交改良、分段饲养等标准化规
模化饲养技术，帮助养殖场户解决生产实际
中遇到的难题。

2020年将恢复到常年水平

据当前生猪产业发展趋势，今年底全省
生猪产能将持续恢复，预计春节期间省内猪

肉市场供应充裕。根据行业价格监测点统
计，截至 11 月 1 日，全省仔猪均价每公斤
79.35 元，销量恢复至疫情发生前水平，商品
猪留种现象增多，生猪价格每公斤 39.38 元，
预计每头盈利 3000 元左右，养猪户补栏积极
性高涨。

陈东来表示，河北省坚持防控保供不放
松，继续落实各项生猪养殖扶持政策，鼓励利
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四荒地”（荒山、荒
沟、荒丘、荒滩）等发展生猪生产。落实畜禽
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要求，防止随意扩大
禁养限养范围，并积极与自然资源厅、建设银
行河北省分行和担保公司协调，利用分离式
保函新业务盘活土地复垦费用于发展生猪
生产。

河北省将进一步压实生猪养殖场（户）
防疫主体责任，实施“密罐式”管理，强化监
测排查、扑杀、封锁、无害化处理、消毒灭源
等各项措施，严禁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坚
决切断疫情传播途径。指导屠宰场配齐检
测设备，加强非洲猪瘟常态化自检，严厉打
击随意丢弃和收购贩卖屠宰病死猪、走私肉
品 、囤 积 居 奇 以 及 哄 抬 物 价 等 违 法 违 规
行为。

据了解，目前生猪养殖利润为历史上最
好水平，各市场主体投资生猪养殖、现有生猪
养殖场扩大养殖规模的积极性明显提高，预
测年底前华北生猪存栏将持续增长，春节前
后猪肉市场供应“不断档”，2020 年生猪生产
将恢复到常年水平。

截至11月1日，全省猪肉均价每公斤58.52元，较全国平均价格低0.1%

河北生猪生产连续四个月环比增长

□□ 本报见习记者 王焱麒

11月18日，主题为“着眼未来 停止过度使用和误
用抗菌药物”的“2019年提高抗菌药物认识周”活动在
京举办，旨在通过宣传周系列活动，宣传普及抗菌药物
知识，提高公众对抗菌药物的认识水平，促进抗菌药物
合理使用。此次会议由医疗、药品、农业等各领域多家
单位协同联手，致力实现“同一个健康”的共同目标。

抗菌药物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兽用抗菌药物残
留和动物源细菌耐药性问题同样事关人体健康。为
此，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陈光华表示，农业农
村部高度重视兽用抗菌药治理问题，在兽用抗菌药监
管方面，与卫生部门协作配合，坚持“产、管”结合、标本
兼治，强化兽用抗菌药审批、生产、经营等全链条监
管。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兽用抗菌药综合治理：

一是严格兽药审批准入监管。坚持“四不批一鼓
励”，即不批准人用重要抗菌药、促生长抗菌药、易蓄
积残留抗菌药、易产生交叉耐药性的抗菌药作为兽药
生产使用，鼓励研发新型动物专用抗菌药。此外，组
织开展兽药风险评估和安全再评价，淘汰存在安全隐
患的品种。

二是强化兽药生产经营监管。修订出台《兽药严
重违法行为从重处罚情形》，进一步加大对兽药生产、
经营、使用环节违法活动查处力度。严格执行《兽药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打击
生产假劣兽药等违法违规行为，健全兽药经营管理制
度。完善兽药二维码追溯监管系统，让每瓶兽药都有
自己唯一的“身份证”，逐步实现兽药产品“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三是开展兽药残留监控和耐药性监测。实施动
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对主要畜禽产品
15 大类 79 种兽药残留进行监测，国家级监测任务约 9000 批次。
全面推进全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性行动计划，监测 10 种动物
源细菌对 52种兽用抗菌药的耐药性。

四是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开展兽用抗菌药使用
减量化行动试点。鼓励支持养殖企业推动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
化，逐步带动各类养殖主体科学规范使用抗菌药。

五是加强科学用药宣传。组织开展“科学使用兽药 践行质量
兴农 助力产业兴旺”科技下乡活动、“科学使用兽用抗菌药”百千
万接力公益行动等系列宣传活动，广泛宣传科学规范用药知识。

在此基础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将继续严抓兽药质量监
管、兽药残留监控和细菌耐药性监测，引导从业人员“产好药”“用
好药”“少用药”，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维护人体健康和公共卫
生安全，推进畜牧业的绿色发展。

据悉，此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主办，健康报
社承办，国家卫生健康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评价专
家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真菌病监测网协办，世界卫生组织驻
华代表处支持。

胡恒龙：27年坚守畜牧兽医战线
□□ 本报记者 刘一明

胡恒龙是安徽省六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参加工作
27 年来，他将青春和汗水全部挥洒在了畜牧兽医战线上，在高致
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猪链球菌Ⅱ型、甲流、非洲猪瘟等一次次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攻坚战和“三聚氰胺”“瘦肉精”等动物卫生事件中，
他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动物防疫和动物卫
生监督所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六安市防控非洲猪瘟应急指挥部综合组组长，胡恒龙带
领小组成员代拟防控非洲猪瘟应急指挥部有关文件、起草政府领
导讲话、组织召开有关会议、协调多部门联防联控、监督指导县区
落实防控措施、支持县区开展应急处置和违法案件查办，发挥了业
务人员的骨干作用，是政府和部门领导充分信任的参谋助手，为确
保防控工作有力有序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8 年 11 月 27 日凌晨 1 点左右，在外出差的胡恒龙接到裕
安区生猪养殖户电话举报：11 月 15 日刚被查处并被无害化处理
65 头生猪的生猪贩运户朱某某，又调入一车来历不明的生猪在
一处隐秘的废弃猪场内卸货，准备对外出售。接到举报后，他通
过微信获取位置信息，叮嘱举报人做好隐蔽和人身安全防护，通
知裕安区和毗邻的叶集区业务部门做好交通布控，并联系六安
市 110 指挥中心立即出警，在不到 20 分钟的时间内就控制住了
违法现场，随后赶到的业务部门执法人员对 117 头问题生猪进行
了无害化处理，并与 11 月 15 日的案件并案处理，有力打击了生
猪违法调运行为。

2018年12月24日，叶集区畜牧兽医、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根据
群众举报线索一举捣毁了一处私屠滥宰窝点，现场查扣一头死猪、
2头濒死猪和300斤生猪产品。由于缺乏办案经验，叶集动物卫生
监督所负责人事先打通了胡恒龙的电话，他从执法文书的准备，到
现场勘验的细节、到证据的固定、到询问调查的技巧等做了详细和
不厌其烦的讲解，其后通过微信进行了深入指导。在首次移送公
安部门未能成功的情况下，他亲自撰写《关于阚某某私设生猪屠宰
场屠宰销售病死生猪及其产品案件的调查报告》，就当事人违反的
部门法规和法律责任进行说明，对当事人涉刑罪名、行为认定及法
律适用进行分析，打消了公安部门的疑虑，促成该案于2019年1月
7日顺利移送。目前，当事人已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

有关部门要求建立生猪屠宰环节非洲猪瘟自检和官方兽医派
驻制度的文件下达后，作为六安市畜禽屠宰管理工作办公室的负
责人，胡恒龙带领大家深入各生猪定点屠宰场点进行宣传和走访，
督促各县区坚决关闭7月1日仍未开展非洲猪瘟自检和排污许可、
动物防疫条件等不符合规定的生猪屠宰场点，并做好有关人员的
转行指导服务，确保平稳过渡。2018年10月26日《安徽省防控非
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及其产
品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下发，提出集团化生猪企业经动物检疫备
案可跨市调运，政策出台后，他于当天就设计了《安徽省集团化生
猪企业跨市调运动物检疫备案表》，并在工作群中挂出供省内其他
地市参考使用，解决了集团化生猪企业内部生猪补栏难题。

□□ 本报见习记者 王焱麒

在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锦屏镇平头沟村，进
村沿路的高坡上有一排大大小小的窑洞，窑洞外
面的空地被原木栅栏围挡起来，一些牛在遮阳棚
下乘凉，一些牛四处散步，头顶蓝天，脚踏黄土，
遥望对面满是绿色的山景，景象怡人。养牛产业
让这些几乎被历史遗弃的窑洞又焕发新生：人搬
走了，牛搬进来了！窑洞不再落寞了。

这里养的牛，叫平凉红牛，是秦川牛祖系。
经过长期的繁育和品种改良，形成了具有肉质细
嫩、大理石花纹明显，口味芳香的优质品种。

近年来，平凉市集中力量发展红牛产业，

如今，平凉红牛已经发展成为当地独具特色
的支柱产业，也是贫困地区脱贫增收的致富
产业，目前平凉市及下辖各县红牛饲养量达
70 万头。

为啥让红牛住进窑洞？利用废弃窑洞养牛
既可以节约土地资源，又能减少牛棚建设成本。
据平头沟村党支部书记朱三义介绍，如果要建设
一个新牛棚，成本大概需要 4 万元，如果利用窑
洞改造成牛棚，1万元就够了。

为了将废弃窑洞利用起来，崇信县出台奖补
办法，对有改造条件和利用价值的窑洞进行功能
化和适用化改造，贫困户每改造 1 孔窑洞补助 1
万元，非贫困户每改造 1孔窑洞补助 5000元，目

前，一共改造230孔窑洞用来养牛。
平头沟村自然风光优美，窑洞群落完整，有

各个历史时期的古遗存，是甘肃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崇信县将窑洞养牛和乡村旅游同步规
划、同步推进，建成 4 座溢流堰，修缮百年老宅，
搭建草亭木屋，修筑石碾磨子和步行栈道。因
为养了牛，窑洞不再是时代的弃儿，而是重返到
农户的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它的价值，迸发着勃
勃生机。

平凉有优质的红牛资源，有大大小小不同规
模的养殖企业，还有大量的废弃窑洞，崇信县将
这些要素整合一起，为当地村民谋得一条小投
资、大收益的增收路。平头沟村采取企业加入、

合作社组织，吸引大户，带动贫困户的模式，由公
司投放基础母牛和育肥牛，确定代养户，生产的
牛犊归合作社所有，育肥出栏的牛由公司回购。
据崇信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拴会介绍，崇信县计
划建设5条千头窑洞养牛示范带，目前已经建成
2 条，平头沟村就是其中一条。目前，这里养殖
红牛780头，预计可创收420万元。

为了让村民养出好牛，甘肃省牧研所受邀在
平头沟村建立科技研发基地，制定了窑洞养牛的
标准和技术规范，形成四区分离、标准化的饲养
方式，村民养牛有了可靠的技术保障。

牛做了窑洞的主人后，不仅成全了老一辈窑
洞居民的窑洞情节，还鼓了他们的钱包。

人走牛进 旧窑洞有了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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