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遵义市
深山腊肉火爆年货市场

隆冬时节，走进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沙湾镇贵州黔盟主食品
有限公司腊肉加工厂，腊肉的浓郁香味瞬间充盈鼻尖。在生产车
间里，工人们忙着分割、搬运、腌制猪肉。库房里，制作好的腊肉、
火腿、腊肠等堆叠整齐，等待运走，以供应需求火热的年货市场。

据了解，贵州黔盟主食品有限公司于2021年在深山里建起了
腊肉加工厂，利用传统的烟熏技术将鲜肉进行深加工，年产值可达
千万元。“建厂前期，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这得益于沙湾镇政府帮
我们筹措资金，找专家帮忙解决技术难题，加工厂很快便走上了正
轨。”贵州黔盟主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牟建豪介绍，从 2021年 4月
投产以来，该厂每日屠宰量都在100头左右。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要开拓市场。该公司采取线上销售与
线下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在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上开设账号，广
开销路，全国各地的订单纷纷涌来。随着腊肉加工生意越来越好，
该加工厂计划逐步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群众返乡就业。

“村里建起了腊肉深加工厂，为我们这些年纪大、不方便外出
的老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每个月能拿到 4000块钱左右，很满意。”
沙湾镇居民熊天财笑道。

据介绍，沙湾镇主要以传统种植养殖业为主。随着脱贫攻坚
各项扶贫惠民政策的实施，全镇基础设施得到极大程度改善。
2020年，全镇农业总产值达 6.63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364
元，年均增速12.25%，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效果显著。

“下一步，我镇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强后劲、促发展，持续推进
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大力推进五倍子、烤烟及辣椒种植和深加工项
目，助力群众增收致富，增强全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奋力谱写
新时代沙湾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沙湾镇党委书记敖长波说。

邓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雷少斐

新品种“华西牛”培育成功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肉牛遗传评估中
心团队与内蒙古敖汉旗隆丰家庭农场有限责任公司等14家单位
合作成功培育新品种“华西牛”。据了解，华西牛以肉用西门塔尔
牛为父本，以蒙古牛、三河牛、西门塔尔牛、夏洛莱牛组合的杂种后
代为母本培育而成，生长速度快，屠宰率、净肉率高，繁殖性能好，
抗逆性强。 梁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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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聚焦

2021年12月全国水产品综合平均
价格环比上涨0.56%

据对全国80家水产品批发市场成交价格情况监测统计，2021
年 12 月份全国水产品综合平均价格为 24.67 元/公斤，环比上涨
0.56%，同比上涨5.06%。另据可对比的45家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成
交情况监测统计，2021年 12月全国水产品批发市场成交量 94万
吨，同比下跌3.69%；成交额224.67亿元，同比上涨6.81%。

海水产品价格情况

2021 年 12 月份，海水产品价格 43.85 元/公斤，环比上涨
1.03%，同比上涨0.87%。

海水鱼类环比同比均下跌，同比平均下跌 5.34%，环比平均下
跌 0.79%。分品种看，海水鱼类中价格下跌的品种有：小黄鱼 61.8
元/公斤，环比下跌 7.72%；银鲳 99.82元/公斤，环比下跌 1.26%；蓝
园鲹12.08元/公斤，环比下跌0.06%。海水鱼类中价格涨幅较大的
品种有：大黄鱼 35.65元/公斤，环比上涨 1.4%；带鱼 30.4元/公斤，
环比上涨1.76%；马鲛鱼33.79元/公斤，环比上涨1.73%；海鳗46.52
元/公斤，环比上涨3.26%。

海水甲壳类环比同比均上涨，同比平均上涨 0.24%，环比平均
上涨 2.24%。分品种看，海水甲壳类中价格涨幅较大的品种有：梭
子蟹166.8元/公斤，环比上涨4.3%；青蟹144.49元/公斤，环比上涨
4.91%；虾蛄82.23元/公斤，环比上涨1.79%。海水甲壳类中价格下
跌较大的品种有：鹰爪虾47.56元/公斤，环比下跌1.01%。

海水贝类环比同比均上涨，同比平均上涨 5.02%，环比平均上
涨 1.19%。分品种看，蛏 31.89 元/公斤，环比上涨 12.66%；牡蛎
20.67元/公斤，环比下跌 0.34%。鲍鱼 138.2元/公斤、贻贝 3.8元/
公斤、扇贝 29.24元/公斤、杂色蛤 14.76元/公斤，均与上月价格持
平，上涨幅度均小于1%。

海水头足类环比同比均微涨。

淡水产品价格情况

2021年 12月份，淡水产品价格 17.42元/公斤，与上月价格持
平，同比上涨10.66%。

淡水鱼类环比下跌 0.53%，同比上涨 11.29%。分品种看，淡水
鱼类中价格跌幅较大的品种有：鲫鱼 17.16 元/公斤，环比下跌
2.97%；鲤鱼13.26元/公斤，环比下跌2.56%；虹鳟37.72元/公斤，环
比下跌27.78%；草鱼14.98元/公斤、鳙鱼15.69元/公斤、鳊鲂19.46
元/公斤，鲈鱼31.46元/公斤，跌幅均小于1%。淡水鱼中价格涨幅
较大的品种有：鲢鱼 9.13 元/公斤，环比上涨 1.13%；罗非鱼 17.57
元/公斤，环比上涨 2.3%。淡水鱼中价格与上月基本持平的有：鳜
鱼 69.94 元/公斤，环比上涨 0.28%；乌鳢 21.43 元/公斤，环比上涨
0.77%；黄鳝66.96元/公斤，环比上涨0.35%；黄颡鱼25.24元/公斤，
环比上涨0.99%

淡水甲壳类环比同比均上涨，同比平均上涨 7.05%，环比平均
上涨 1.12%。分品种看，淡水甲壳类中青虾 130.7元/公斤，环比上
涨 3.43%；中华绒螯蟹 103.55 元/公斤，环比上涨 0.11%；罗氏沼虾
61.84元/公斤，环比上涨 3.62%；克氏原螯虾 47.4元/公斤，环比上
涨1.02%。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谷媛媛 陈述平 整理

□□ 陈朝 陈喜安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这沓钱足足有 5000 元，托管养殖公司不但解决了我的
后顾之忧，而且年底还有分红。”1 月 6 日，新疆喀什地区麦盖
提县希依提墩乡琼库尔买里村村民阿不都热合曼·苏莱曼
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刚刚从托管养殖公司领到了 2021 年养
殖分红。2020 年，希依提墩乡为阿不都热合曼发放了一批
生产母羊，因为他是村里的泥瓦工，每到出工旺季，几乎忙
得不着家，怎样更好地饲养生产母羊，让阿不都热合曼犯了
难。村委会了解这一情况后，帮助阿不都热合曼联系了托
管养殖公司。托管公司给阿不都热合曼每年每只羊近 120
元的分红，这样既不耽误他外出挣钱，而且年底还有分红，
两全其美。

喀什地区依托农业大区禀赋，为养殖企业规模化提供
了优越条件，助推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一以贯之精准抓
畜牧业增收，坚持规模化养殖、农户饲养并重，良繁、育肥
同步，畜牧业不但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而且不断凸
显的集群效应成为新疆喀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近
500 个养殖小区，40 余座畜禽良繁中心，“四良一规范”养殖
模式培育了一批富有生机的畜牧企业和养殖合作社，2021
年，畜牧业为农民人均增收近 800 元。

英也尔村村民努尔妮萨·马木提家既无耕地，也没有家
畜，她和丈夫在公路养护队上班。2021年，乡政府为她家发放
了几只生产母羊，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她把羊托管给了养殖
公司。有专业的人负责饲养，既不用操心羊的饲草料，也不用
担心日常防疫，年底分红，她和丈夫全身心投入工作，日子越
过越红火。

1月 7日，在新疆五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多浪羊繁育
示范基地繁殖育种实验室里，新疆畜牧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史洪才和他的团队对新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检
测和筛选。“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分子育种，就是把 3.4%的多浪
羊多胎基因通过基因选择进行育种，让多浪羊多胎基因达
100%，通过改良本地品种，提高多浪羊繁殖率、产羔率。”史洪
才团队对自己的研究课题充满信心。壮大畜牧，育种先行，喀
什地区在畜牧业科学繁育上不遗余力。

近年来，喀什地区稳步开展肉羊增产、奶业振兴、肉牛增

产、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家禽及特色产业发展“五大振兴行
动”，使畜牧业从粗放型养殖向集约化管理转变，构建现代畜
牧产业体系，持续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1 月 8 日，在华凌叶城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只
见工作人员正驾驶着撒料车在温暖的牛棚来回穿梭，营养搭
配科学的饲料随着出料口的抖动均匀地落入食槽，一头头体
格健硕的西门塔尔牛有序进食。“我在养殖基地工作半年多
了，每个月工资收入 2000 余元，工作轻松、收入稳定，每天还
可以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养殖是一门技术活，饲草料营养
如何配置，日常防疫怎么落实，不能有半点马虎。”养殖基地员
工努尔艾合买提·图尔艾买提说。

2020年，斥资 50亿余元的华凌集团牛业田园综合体项目
落户叶城县，成为自治区级畜牧养殖示范园。近年来，叶城县
通过“畜牧养殖+良种繁育”“畜牧养殖+特禽养殖”“畜牧养
殖+冷链物流”“畜牧养殖+饲草配套”“畜牧养殖+肥料利用”
模式，大力进行良种繁育，并持续推进养殖全产业链发展，健
全农产品流通环节，不断推进草畜平衡，解决畜牧养殖饲草料
供给问题，并加强粪污处理建设，形成了集畜禽养殖、繁育、饲
草料加工交易、畜禽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储备等功能完善
的产业示范园区。

喀什地区通过加大动物疫病防控力度、动物卫生服务指
导、饲草料基地建设保供给、把好畜产品质量安全关等措施，
助推畜牧全产业链发展，并确定以叶城县畜牧产业园区为中
心，辐射周边各县市 44 个养殖区，畜牧业实现了点面开花。
同时，多举措抓好优势特色产业，以加快转变畜牧业转型升级
为主线，依托丰富的产业资源、优良畜种，助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新发展理念，贯彻强牧发展战略，
以“五大振兴行动”为抓手，突出良种繁育中心建设，加强养殖
小区等规模化标准化建设，推行良种繁育中心+养殖小区（合
作社、场）+养殖户的生产模式，畜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机遇
期。截至 2021 年末，喀什地区牲畜存栏 773.15 万头（只），家
禽存栏 2958.72 万只（羽），牲畜出栏 752.02 万头（只），家禽出
栏 9195.31 万只（羽）。全地区肉类总产量达到 28.89 万吨，牛
奶产量达到 15.89 万吨，禽蛋产量达到 8.46 万吨，产业振兴奏
响群众致富旋律。

养殖企业助推喀什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 中国畜牧兽医报记者 章勇

近年来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对优质畜产
品的需求越发迫切，也对饲料质量安全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要保障饲料质量安全，离不
开标准的的完善。标准的漏洞、缺位或不科
学导致的问题是往往是隐藏的、深层次的，可
能正在引发危险的链式反应，且牵动着行业
未来。目前我国饲料行业标准参差不齐，亟
需制定高质化团体标准，为质量安全保驾护
航，让行业发展行稳致远。

标准隐忧
——国标、行标覆盖有限，企

业标准参差不齐

2015 年，我国工业饲料总产量突破 2 亿
吨，自2011年以来，总产量已连续10年位居世
界第一。2018—2020 年，全国抽检各类商品
饲料样品总体合格率 93.2%、96.2%、98.1%，虽
然 2019年和 2020年抽检样品批次有所减少，
但总体合格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饲料质量安全的内涵就是要保障两个
健康不受影响：即动物与消费者的健康。因
为动物的健康关系着最终畜禽产品和水产
品，而这些产品又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当
前饲料质量安全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不
使用违禁药物、违禁添加物，二是允许使用的
药物必须符合相关规定，三是卫生指标不超
标。”中国饲料工业协会质量安全工作委员会
专家组副组长、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柏凡称。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了由581项现行标
准构成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体系，有力支
撑了饲料工业发展。“可是，现今饲料行业相
关标准缺失，修订不及时，以及标准之间存在
衔接不畅甚至矛盾的问题越发显现。”中国农
科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李俊告诉记者，《饲料
原料目录》和《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中大部
分原料和添加剂没有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的产品标准和检测方
法标准缺失问题尤为突出。也存在部分标准
修订不及时的问题，比如米糠是一种比较常
见的饲料原料，而GB10371-89《饲料用米糠》
至今没有修订。

来自全国畜牧总站的一份数据显示，目
前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分别有 624 种和
449 种进入产品目录，有现行标准分别为 77
项和 107 项，有在研标准项目分别为 52 项和
27 项，也就意味着相关标准缺口率分别为
79.3%和 70.2%。

针对标准之间存在衔接不畅甚至矛盾的
问题，李俊举了个例子：GB1353-2018《玉
米》、GB/T6435-2014《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10362-2008《粮油检验玉米水分测定》、
GB/T17890-2008《 饲 料 用 玉 米 》、GB/
T20264-2006《食、油料水分两次烘干测定
法》等标准都涉及到玉米中的水分检测方法
问题，但玉米收储、玉米贸易等环节中所采
用的检测方法有所不同，不利于公平交易。

尽管 2010年对 2002年发布的GB/T18823《饲
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进行了修订，
但仍然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一是仪器设备
及检测技术在进步；二是相关检测方法标准
在更新；三是行业检测水平在提升；四是测
定项目在不断增加，如饲料中禁用物质和兽
药等。

“因为国标、行标覆盖有限，企业标准又
参差不齐，行政部门管理一些产品的检测方
法漏洞多，产品不规范，这是我国饲料行业面
临的现状。”重庆市饲料工业协会会长孟怀旺
介绍说，企标的局限一是区域不平衡。发达
地区或者是技术力量比较强的厂家企业标准
可能偏高，因为其采用的检测方法及设备先
进，其他地方无法实现；二是质量参差不齐。
黄芪多糖20年前的国家标准就只检测单糖的
含量，便可以检测出黄芪多糖单糖总量是多
少。但这种检测方法的弊端是不良厂家在其
中掺杂葡萄糖，测出来的含糖量也是达标的。

目前，我国现有的饲料工业团标 100 多
项，由20多个社会组织制定，能否适应行业的
创新发展？对此，全国畜牧总站站长、中国饲
料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宗礼表
示，当前我国饲料工业团标存在技术把关不
严、标准质量不高、急需标准不足、创新标准
短缺等问题，尤其是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物
饲料、新产品、新方法等，国标和行标制定远
远不能满足饲料企业发展的需要，急需高质
量的团标填补这一关键点。

团标摸高
——调高线、推创新，团标制

定恰逢其时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
准化发展纲要》中提出，到 2025年，实现标准

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团
标在新时期既有了发展壮大的空间和潜力，
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21年 10月，在
山东省青岛市召开的中国饲料工业协会质量
安全工作委员会和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成立
大会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孔亮
如是说。

在 2021年 10月的会上，中国饲料工业协
会还发布了 2021年 12项首批团标立项项目。
由孟怀旺作为负责人的重庆优宝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桑禾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与重
庆市兽药饲料检测所，共同参与两项团标——
胆汁酸和γ -氨基丁酸团标的制定起草。

作为一种功能性饲料添加剂，胆汁酸是
我国在世界范围内最先批准作为饲料添加剂
的产品，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性产品，但其质量
标准却参差不齐。

孟怀旺调研了解到，目前国内胆汁酸生
产企业约有8家，绝大多数采用酸滴定的方法
测定，这和我国早期测定黄芪多糖的原理一
样，质量标准参差不齐。γ -氨基丁酸主要用
在食品和药品上，拿到饲料批文的企业只有
两、三家。

“胆汁酸的脱氧胆酸成分很复杂，摸清胆
汁酸真正的化学成分，需要高效液相分析法
来测，但行业内一直惯用滴定酸测定，所以产
品参差不齐。此次希望拓展检测出更多成分
数量，从目前的两种成分扩展到三、四种。”孟
怀旺表示，此次团标的制定，首先是专业化水
平能够代表行业的最高标准，至少是现在的
最高水平；其次，要有行业通用性，无论是检
测方法，还是检测设备和人员，相关企业或第
三方检测机构都具备；再次，团标推行过程中
需要适时修订，应和行业的最新技术发展水
平保持同步。

对于国标、行标、地标、团标和企标五
者关系，全国畜牧总站质量标准处处长李
新一一语中的：国标设底线保安全，行标管
行业促运行，地标管一方有特色，团标调高
线推创新，企标强定制升活力。也可以概
括为，国标、行标和地标保底线，团标和企
标拉高线。

“如果没有高质化的团标引领，行业仍然
会无序，即使是创新性产品，也会被埋没掉，
无法惠及行业产业，提高生产力。”孟怀旺说，
现在团标制定恰逢其时。

话语权竞争
——饲料维生素标准无一由

我国制定，率先创建团标才能抢占
制高点

“现在中国的维生素B2进不了欧盟市场，
因为外企在那里推行了一个标准，以生物安
全为由，以所谓的标准来形成垄断，至少保护
了本地市场。”孟怀旺告诉记者。

孟怀旺所说的维生素B2指的是饲用维生
素 B2。2018 年 9 月以来，国内企业以枯草芽
孢杆菌 KCCM-10445生产维生素 B2 80%的
产品及其预混物和复合饲料，不得不全面退
出欧盟市场。因为欧盟食品安全委员会EFSA
认为这一方式生产的产品有风险，主要是指
维生素B2 80%的产品会对活性细胞的传播和
基因改造菌种的基因编码耐菌性的 DNA 造
成风险。

不言而喻，标准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语
言”，世界需要标准协同发展，促进世界的互
联互通。一流的企业做标准，这在孟怀旺看
来更为深刻，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进入 21世纪之前，我国有一大半工业化
维生素需要进口，而如今，中国成为全世界唯
一一个依靠民族工业能生产所有维生素品种
的国家，但没有一个标准是由我国制定的。

“维生素工业发轫于第二次大战以后，目
前，维生素相关产品的专利都是国外几十年
前制定的，早已过期。我们掌握了这些专利
和技术工艺路线后，虽然能生产产品，但还没
有原创技术，这正是下一步行业需要突破的
重点。”孟怀旺介绍，中国饲料企业真正要走
出去，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利，获得公平竞争
的地位，就要率先推出自己的团标树立品
牌。目前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性添加剂卡脖
子的地方不多，希望能赶在欧美之前率先创
建团标，以抢占制高点。那么，在后抗生素时
代，我们就拥有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功能性添
加剂的话语权。

“除了团标，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尤
其是在创新类功能性添加剂酶制剂领域，国
内具有领先优势，值得开发的产品还有很多，
可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快退出历史舞台了。”孟
怀旺补充说，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接棒，勇于
到世界舞台上角逐，不光让饲料产品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更要 created in china（中
国创造），赢回属于自己的荣耀。

高质团标引领饲料未来

行情监测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1月20日，飞鹤集团举行线上飞鹤奶粉新鲜标准升级
暨星飞帆卓睿上市发布会，公布全面升级新鲜乳粉标准
体系，在原有的饲料、奶源、配方、加工、智造、储运 6大标
准基础上，新增消费者新鲜体验服务标准和新鲜婴幼儿
配方奶粉产品标准，形成了新的新鲜乳粉标准体系，包括
6个过程标准、1个服务标准和1个产品标准。

2021年 3月，国家卫健委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
儿配方食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较大婴儿配方食品》《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幼儿配方食品》三个标准，对蛋白质、碳
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及可选择成分等做出了更明确严格
的规定。飞鹤作为婴幼儿奶粉行业的龙头企业，对标国
家标准，联合中国标准研究院和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对
新鲜乳粉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提升。

2018年，飞鹤联合中国标准研究院和中国农业科学研
究院，对生产实践进行总结，制定了以“新鲜生牛乳一次成
粉”为核心的飞鹤新鲜乳粉标准体系，完成新鲜奶源、新鲜
饲料、新鲜加工、新鲜配方、新鲜储运、新鲜智造6个维度的
标准建设。去年4月，奶粉新国标发布后，飞鹤完成了对6
大标准的升级，同时，新增加了消费者新鲜体验服务标准和
新鲜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标准，并于1月20日正式发布。

新鲜乳粉标准体系对饲料、奶源、配方、加工、智造、
储运等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让其标准体系
更加完善，也有利于持续提高奶粉品质，在国内和国际上
都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性，充分发挥了标准在乳业产业协
同、技术协作中的纽带和驱动作用，通过企业标准升级带
动团体、行业标准提升，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蓓薇指出，为了国家、民族的强
盛，为了中国宝宝的未来，制定这个新鲜标准是非常重要
的，对乳品产业高质量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现在
有了企业标准，希望将来能够进一步联合企业做成团标、
行业标准，最后做成国家标准。通过标准的设定提高整
个行业产业的水平，让我们的宝宝吃到新鲜的、优质的、
高营养的、高品质的、减少危害的新鲜奶制品。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表示，这是在国内第一次
从饲料、新鲜原奶、新鲜配方、储运、制造、新鲜婴幼儿配
方奶粉和消费者体验等方面来制定标准体系，在整个行
业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

飞鹤发布会上还同时发布了最新产品星飞帆卓睿，
配方应用了中国母乳研究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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