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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资讯关注生猪稳产保供

□□ 本报记者 崔丽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畜牧业工作会上，各
地传来生猪生产止跌回升、价格环比下降、供
给增加的好消息。同时，各地也在加快落实
相关政策措施，抓紧恢复生猪产能，保障猪肉
供应。

“一手抓非洲猪瘟防控，一手抓生猪稳产
保供。目前，全省已连续 14 个月无非洲猪瘟
疫情发生，从 9 月份起，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
连续两个月实现双回升，截至 11 月 24 日，已
外调活猪及产品1593万头。”河南省副省长武
国定表示。

“前三季度，全省生猪出栏 3582 万头、存
栏 2930 万头，能繁母猪存栏 265.8 万头，10 月
份能繁母猪数量、猪饲料产量较9月份分别增
长1.7%、1.2%，整体呈现止跌回升势头。”四川
省副省长尧斯丹表示。

“截至11月23日，全省净外调生猪达964
万头，比2018年全年总数还多343万头；生猪、
能繁母猪存栏已连续五周环比增长，活猪价格
较峰值下降20%。”湖北省副省长万勇表示。

“近期生猪复产和保供呈现向好势头。
10月，全省500头以上规模养猪场能繁母猪存
栏比 7月份增加 7.34%；‘菜篮子’生猪基地种
猪补栏数比 7 月增加 4.28 倍。”广东省委常委
叶贞琴表示。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今年 11 月第 4 周，
16 省（直辖市）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
指数的周平均值为每公斤 40.95 元，环比跌
3.5%。生猪生产恢复加快、价格环比下降背
后，是国家和各地稳产保供各项政策的强力
推进和落实。

抓大不放小增产扩能

“公司严格执行非洲猪瘟防控措施，制定
了易操作可评估的生物安全操作手册，建立
了固定式、一体化、全自动洗消中心及烘干房
等，有效的阻断了非洲猪瘟疫情，形成了安全
的生物防控体系。”11月 29日，河南省驻马店
市长龙山农牧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长龙山农牧有限公司是河南龙凤山农牧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驻马店单体最
大的生猪养殖基地，目前存栏猪只已达10万余
头，其中母猪存栏1.2万头，预计到2020可实现
满产。满产后，年出栏生猪可达40万头。

为了加快恢复生猪生产，河南省明确区
域功能定位，推进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
发展产业化。建设生猪产业优势区，培育形
成生猪养殖重点县74个。引导规模以下养殖
场户进入规模、进入合作社、进入市场循环，
推动小散养殖向规模养殖转变。一方面，支
持大中型养殖场发展。统筹生猪调出大县奖
励、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扶持资金，重点支持规
模养殖场建设。截至 2018 年底，全省生猪规
模养殖比例达到69%，全省万头以上猪场达到
561家，5万头以上 109家，其中牧原集团年出
栏生猪 1100 万头，目前市值已突破 2000 亿
元。另一方面，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不
断加大对养殖大户、家庭牧场、合作社、龙头
企业支持力度，探索牧场托管、“公司+农户”

“公司+合作社”等模式，形成主体多元、协调
互补的新型经营体系。全省发展养殖大户
16753家，养殖专业合作社7514家。

异曲同工，四川省也在着力产业转型升
级，增产扩能稳产保供。一方面抓农户养猪，
探索成立养猪农民合作社，推行“农户+合作
社+龙头企业”的发展模式，由企业提供仔猪、
饲料、技术、保险、收购价“五统一”服务，降低
农户养殖风险，推动生猪快速增产。眉山市
通过这一模式新增农户生猪代养场170个、补
栏生猪 10.2 万头。一方面抓龙头企业，出台
金融支持稳定生猪生产八条措施，落实贷款
贴息资金 2213.93万元，支持生猪养殖企业购
买饲料和母猪、仔猪；举行生猪规模养殖场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引导大型养殖企业建设标
准化规模养猪场。全省开工建设养猪场项目
435 个，投资 152 亿元，预计新增生猪产能近
900万头；与新希望集团签订1200万头生猪产
业化合作框架协议，加快推动实施。

以防“非典”的力度防控非洲猪瘟

以防“非典”的力度防非洲猪瘟。非洲猪
瘟疫情发生以来，湖北省坚持防控与稳产两

手抓，“战时”与平时、应急与谋远相结合，着
力建立长效机制，今年 8 月出台了《省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意
见》，为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织牢安全网。

国家出台稳定生猪生产系列政策措施
后，湖北省配套出台17条具体政策，省级财政
年度安排畜牧业发展资金 15 亿元，实现了疫
情总体可控、生产企稳回升。借鉴防“非典”
的思路和举措，建立非洲猪瘟疫情日报告，生
猪生产周快报、月专报，以及常态化巡查暗访
制度，提高监测的密度、防控的广度、督办的
力度。打好全产业链整体战。全面落实生猪
屠宰场“两项制度”，开展严禁餐厨剩余物喂
猪地方立法，从饲料、兽药到养殖、屠宰、加
工、销售等环节，全链条严防严控。形成“一
封住、七管住”有效措施。封住疫点，管住受
威胁区、生猪运输、泔水喂猪、车辆消毒、人员
消毒、疫区饲料外运、猪肉调运，去年以来，有
效处置了省内 8 起疫情，已连续 78 天无疫
情。同时，湖北加强兽医实验室建设，省、市、
县三级兽医实验室全部具备非洲猪瘟检测能
力；生猪产地检疫受检率达到100%，清理关停
屠宰场点 339 个，捣毁私屠滥宰窝点 284 个，
有效保障肉食品质量安全。

从今年1月起，广东省同中南各省（区）携
手推进分区防控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进
展。广东在防控实践中提出的“四个转型升
级”——小散养殖向标准化规模养殖转型、粗
放养殖向绿色科学养殖转型、小型屠宰厂点
向现代化屠宰企业转型、调活猪向调猪肉转
型，成为中南区共同的阶段性目标。

目前，中南区建立了分区防控联席会议、
工作联络平台和沟通协同机制，出台分区防
控实施方案，实施区域联防联控措施，构建区
域防控技术体系。建立了中南区非洲猪瘟防
控区域专家库和专家委员会。华南农业大学
P3 实验室成为非洲猪瘟区域实验室，为区域
防控提供技术支撑。探索建立广东-广西、广
东-云南“点对点”生猪省际调运全程信息化
监管模式，试点运行“中南运猪通”信息系统，
对“点对点”调运过程进行全程信息化监管。

从今年 11月 30日起，推进区内调活猪向

调猪肉转型。试点禁止非中南区的活猪调入
区内（种猪、仔猪，以及符合“点对点”调运条
件的生猪除外）；从明年 11月 30日起，中南六
省（区）之间禁止活猪跨省调运。为保障政策
顺利实施，广东及福建、广西、海南等省（区）
实行了动物和动物产品指定通道制度。

发展替代产业增加供给

当前我国猪肉替代品生产增势明显。据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1-10月份，全国累计肉
鸡出栏同比增长 15.5%，产能达到历史高点；
10月份，鸡蛋产量同比增长 6.1%，连续 6个月
环比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前三季度牛
肉和羊肉产量分别达到 458万吨和 330万吨，
分别增长3.2%和2.3%。我国肉类总体供应有
保障。

消费者选择购买牛羊肉、禽肉代替部分
猪肉，各地批发市场在保障猪肉供应的同
时，加大了其他肉类的供应比例。为应对今
年猪肉供给偏紧的情况，不少地方多措并举
加大发展家禽、肉牛、肉羊以及水产品的生
产力度。

如四川推动甘孜、阿坝藏区加快牦牛出
栏，预计同比增长10%；多渠道增加肉类进口，
今年 1 至 10 月累计进口 1721.8 吨，同比增长
1.1倍。针对中秋、国庆等消费高峰，制定猪肉
保供应急预案，适时投放储备冻肉，稳定市场
价格，保障低收入群体、在校大学生等人群需
求。引导养殖企业让利于民，做到生猪适时
屠宰、猪肉及时供应，四季度将约有1000万头
生猪出栏，保障明年春节、元旦供应。出台川
牛羊（禽兔）、川鱼产业推进方案，积极鼓励发
展禽兔等生长周期短、出栏快的畜种，全省新
（改）扩建牛羊禽兔标准化养殖场400个，建成
特色水产基地 100 个，新增稻渔综合种养 20
万亩，预计全省禽肉产量增加 15%，禽蛋产量
增加8%。

福建厦门、浙江杭州等地近期也发布了
《关于促进家禽养殖业发展增加肉蛋产品供
应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扶持家禽业健康发
展政策措施的通知》等，将着力提升家禽养殖
水平，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多地生猪生产止跌回升
辽宁出实招
鼓励生猪规模化标准化养殖

笔者从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辽宁省积极落实各项财政
补贴，以“真金白银”鼓励生猪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支持生猪产能
恢复。目前，辽宁省生猪稳产保供应工作出现可喜形势、疫情防控
形势保持稳定。

当前，辽宁省养殖场（户）扩产补栏积极性较高，生猪产能呈现
恢复态势。全省生猪与能繁母猪存栏量从今年7月至10月均呈增
长趋势，其中，生猪存栏量月均增幅为4.9%；能繁母猪存栏量月均
环比增长1.4个百分点。

面对处在高位的猪价，辽宁省加大财政资金扶持生猪产能
恢复力度，安排贷款贴息资金 4133 万元，对符合条件的种猪场
和规模猪场开展贷款贴息，鼓励生猪产能恢复；同时，配合财政
部门落实非洲猪瘟扑杀补贴、调出大县奖励、生猪良种补贴等
政策。

鼓励生猪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是辽宁省推进生猪产能恢复工
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现正积极推进生猪养殖项目建设和投产。今
年，辽宁省有意愿开工建设的新建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规模猪场
达106个。

据介绍，辽宁省将充分利用好今年冬季这段时间，为明春生猪
大项目开工创造条件，以落实土地、环保政策为重点，加强指导和服
务工作，落实最新养猪用地政策，积极帮助养猪企业解决用地问题。

今后，辽宁省将大力发展生猪屠宰加工业，逐步减少活猪长
距离跨省（区、市）调运，鼓励生猪就地就近屠宰，加强冷链物流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企业品牌建设，实现养殖屠宰匹配、产销顺
畅衔接。 邹明仲

肉牛养殖
成新和县畜牧业发展新引擎

11月19日，笔者刚刚走进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塔木托格拉
克乡草畜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门，就看到很多肥壮的西门塔尔牛将
头伸出铁栏杆抢食饲料。

新和县塔木托格拉克乡草畜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8
月，占地面积 30亩。目前，养殖育肥西门塔尔牛 300多头，育肥羊
2000多只，带动 54户贫困社员脱贫，每年能为入社贫困社员增收
7000多元。三年来，合作社按照 12%的利率共为贫困社员分红上
百万元。

草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晓林介绍，新和县的西门塔
尔牛肉很受内地客户欢迎，今年销往浙江、甘肃等省 400 余头
牛。眼下，他们又接到湖南市场 35 头牛的订单。今年，新和县
依托县域区位优势，确定发展肉牛养殖产业为乡村振兴、脱贫
攻坚的主导产业，把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绿色肉牛产业发展有效
衔接，扶持 3192 户贫困家庭购买生产母牛 3822 头，使户均增收
2400 元以上。

据介绍，今年新和在全县推广肉用西门塔尔牛性控冻精冷配
和胚胎移植技术，利用 2018年“四良一规范”项目资金 330万元和
出台《新和县母牛胚胎移植补贴办法》，通过公开招投标与河南鼎
元牛业和新疆豪子牧业合作，在全县范围内的合作社及养牛户中
选择适宜的1.7万头生产母牛，采用西门塔尔牛性控冻精冷配和胚
胎移植技术，快速增加能繁母牛数量，目前，已完成7123头母牛冷
配，年内计划新增生产母牛1.2万头。

近年来，新和县加大投入，鼓励养殖户外购优质生产母牛的
积极性，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一定时间内县域外购入优质西
门塔尔生产母牛的农户、合作社、企业给予每头 1500 元的补助，
不限时间对全县新出生母牛犊、公牛犊分别给予 300 元和 100 元
的补助。

截至目前，新和县新建精饲料加工合作社 5 个，相继成立天
宇、友谊、春喜、乡情、团心、沙漠山、牛多多、财运、民意等合作社
15 个，规模肉牛养殖合作社 57 个，建成集中养殖园区 31 处、牛舍
245栋，牛存栏达 9万头，实现规模化养殖、科学化管理，推动全县
肉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牛海燕

长江禁捕工作现场观摩推进会
在安徽马鞍山市召开

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
门，在安徽省马鞍山市组织召开长江禁捕工作现场观摩推进会，就
做好渔民退捕转产、社会安置保障、禁捕执法管理等有关工作，进
行了现场观摩和部署。

据了解，长江马鞍山段原有大量渔民长年吃住在船上，生产
生活条件恶劣，长期酷捕滥捞导致渔业资源急剧衰退，不仅渔民
生计受到了影响，也对长江生态造成了破坏。在国家的统一部
署下，马鞍山市先行先试、主动作为，创新思路、系统谋划，全面
干净彻底地解决了渔民住房、就业、教育、养老等生计保障难题，
今年 7 月 1 日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捕捞渔船全部拆解、捕捞渔民全
部退捕、所辖水域全年禁捕。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集中整治，薛
家洼、杨树林、陈家圩等昔日“脏乱差”的渔民集中点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已经打造成水清岸绿、生态优美、游人如织的生态
公园。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今年 1 月份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后，各部门密切配
合，统筹协调抓好安排部署，中央财政已经累计拨付补助资金 72
亿元，鼓励和支持沿江各地引导渔民退捕转产上岸；各省市积极作
为，多措并举加快推进落实，目前已有18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
实现全面禁捕，2.1万户渔民提前退捕上岸；各方面协同推进，累计
开展各类执法行动 3万余次，以“零容忍”态度查处各类非法捕捞
行为，严格执法维护了良好秩序。

特别是针对渔民总体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就业技能较差
等实际困难，沿江各地通过专题培训、专场招聘、公益岗位安置、劳
务输出等方式，帮助 8000 多名渔民实现就业创业。同时，各地还
配套实施了分类保障措施，已有3.8万户退捕渔民按规定纳入相应
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3600多名贫困渔民享受专项扶贫保障，牢牢
兜住了民生底线。 本报记者 韩超

□□ 高洁

衣着朴素，为人亲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见面时，屈仲伏正忙碌着指挥
养殖场建设。作为湖南省湘乡市毛田镇崇山村一名生猪养殖户，屈仲伏在非
洲猪瘟疫情发生后，为何又在修建养殖场？他的生猪养殖规模如何呢？屈仲
伏和笔者娓娓道来。

在亲朋眼里，老屈大半辈子养猪一直都勤勤恳恳，十分吃苦耐劳。“2016年
老屈60岁生日那天，他陪大家吃完中饭，没有休息也没有再陪客人，就直接进
入猪圈继续工作。当时正值夏季，天气很热，他汗流浃背，仍到猪圈里亲自喂
食小猪，其实他是请了工人的 。”屈仲伏的朋友刘曙回忆。

正是凭着多年的养猪经验和勤奋苦干的精神，老屈的养殖场生意越来越
兴旺。作为湘乡市的生猪养殖大户，在2016年之前，屈仲伏的养殖场一次可出
栏生猪 3000余头，一年出栏的生猪就可以达到 5000余头。2016年，靠养猪老
屈资产达千万。

然而，正当老屈的养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次艰难的抉择摆在了眼
前。2017年3月，湖南省为保护水府庙水质，推动旅游业发展，号召水府庙水库
500米以内的生猪养殖场进行拆迁，老屈的养殖场正在范围内。“我积极配合国
家环保政策，在当年 12月 14日停止了水府庙百亩大丘的生猪养殖，那时养殖
场有300多头母猪。”在老屈心中，家乡的生态环境比养殖梦想更重要。

据了解，当时毛田镇同时拆除养殖场、停止养殖的还有十多户。如今，水
府庙水库的水质大为改善。看着更加美丽的青山绿水，老屈觉得一切都很值。

拆除养殖场后，闲不住的老屈心里最惦记的也还是养猪这件事。去年 12
月，老屈在双峰县梓门桥镇租了一个可养2000多头猪的猪场，再次干起了自己
的老本行。

老屈重新干回老本行并不顺利。去年8月以来，非洲猪瘟在全国蔓延，湖
南省在去年10月也发生了非洲猪瘟疫情，当时猪肉被禁止流通，必须经过层层
检疫后才可进入各地区。因此，家人一听老屈想重新养猪都竭力劝阻，但老屈
坚持要做。

老屈的新养猪场选在从没有发生过疫情的梓门桥镇，但在今年4月，受非
洲猪瘟影响，仍然死了几十头猪。在痛心惋惜的同时，老屈还是积极配合相关
部门将养殖场其余的猪全部扑杀、填埋。而政府为减少养殖户的损失，对于扑
杀的生猪按每头6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虽然遭受惨重损失，但倔强的老屈仍
想继续坚持自己奋斗一生的事业。

目前，有三万七千多人口的毛田镇也没有人家重新养殖生猪，大多数的养殖户
担心疫情再次发生，仍在观望。此时，老屈却满怀勇气与信心重拾旧业，准备成为
镇上复养生猪第一人。

“我天天关注新闻，看到报道都是对生猪养殖有利的。政府为生猪养殖户
提供猪苗、猪场等各类保障，给我们这些养殖户吃了一颗‘定心丸’。”屈仲伏的
妻子刘立如对于接下来的生猪养殖怀有很大信心，同时她表示扩大养殖规模
还是存在困难。“接下来扩大养殖产能还将会有很多困难，我们需要政府在经
济、渠道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

如今，老屈已经重新租了500亩山地，正在筹划建设综合性养殖场，包括果
林、茶林、鸡场和年出栏三万头猪的猪场，他准备继续养猪重新扬帆启航。

老屈的养猪梦

为了预防动物疫病，及时消除畜禽疫情隐患，连日来，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鸭绿河农场有限公司兽医技
术人员深入到生猪养殖场（户），帮助和指导养猪户认真细致地做好圈舍、场地、用具、进出人员车辆等清洗消毒
工作。图为兽医技术人员在养猪场进行圈舍消毒作业。 季大宇 摄

奉上山海鲜美味 体会生活好滋味
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畜牧渔业专刊庭院号“牧歌渔火”，看

山看海看草原，吃肉喝奶品海鲜，关注行业热点、权威分析、
深度调查。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寿张集镇郭楼村农民郭桂生在县畜牧中心的大力扶持下，加强防疫工作，科学配种，
精心做好母猪繁育。目前，养殖场生猪存栏量达300多头，长势喜人，“钱”景诱人。图为12月4日，郭桂生在清
扫猪舍一角。 王瑞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