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价大幅回落，会低至历史水平吗？

今年一季度，我国生猪生产继续
恢复。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4318 万头，
恢复到 2017 年年末的 96.6％，生猪存
栏 4.16 亿头， 恢复到 2017 年年末的
94.2％，猪肉产量 1369 万吨 ，同比增
加 31.9％。量增价稳，今年生猪保供工
作开局良好。

近 3 年来， 主要受到周期性波
动、 一些地方不合理禁养限养措施
以及非洲猪瘟疫情叠加影响， 生猪
供需关系紧张，猪肉价格上涨，进入
了一个特殊的“猪周期”。 为了加快
恢复生猪生产，2019 年以来，农业农
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
出台了 19 条政策措施 ， 在基建投
资 、贷款贴息 、养殖用地 、绿色通道

等多个方面打出了政策 “组合拳”。
自 2019 年年末以来， 以能繁母猪存
栏量由降转增为标志， 生猪产能持
续恢复， 并于 2020 年三季度开始显
现为猪肉产量增长， 猪肉供需关系
逐步缓解。

随着近期生猪出栏明显增加，供
需形势持续改善。 “综合来看，猪肉供
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后期供
应会越来越宽松。 按照目前生产恢复
势头，今年 6 月至 7 月，生猪存栏有
望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 之后再过
4 个月左右， 每个月的出栏量也会逐
步恢复到常年水平。 ”农业农村部畜
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介绍。

那么此次猪价会回落至曾经的
较低水平吗？

“按照常年猪价的走势，端午节
前后，随着猪肉消费增加，猪价有可
能会出现一波上涨。 但是从前期新生
仔猪量推算，预计二季度，全国规模

猪场肥猪出栏量同比增幅将达到
50％，市场供应总体宽裕，价格不太可
能超过前期高点。 ”农业农村部畜牧
兽医局副局长陈光华表示。

更为重要的是，生猪饲养的成本
在不断提高，猪肉价格回落到曾经的
较低水平不太现实。 2020 年以来，玉
米、豆粕价格都在上涨，饲料成本总
体呈上涨趋势，规模化猪场固定投资
大，新建猪舍、购买设备等成本需要
均摊。 同时，非洲猪瘟疫情也对猪场
的生物安全水平提高了要求，许多养
殖场（户）在猪场防疫、改扩建猪舍、
购置自动化养殖设备、粪污处理设备
等多方面也加大了投入。

杨振海告诉笔者，长期来看，成本
项目上涨都是刚性的，最终会传导到猪
肉价格上来。 如果按照生猪养殖每公斤
平均成本 17元计算，加上养殖、屠宰和
流通环节的适当利润，集贸市场猪肉合
理零售价格必然会“水涨船高”。

防止猪价大起大落，接下来怎么
办？

生猪具有“一长一短”两个显著
特征，“长” 是指生猪生产周期长，由
后备母猪到仔猪育肥出栏总计需一
年半时间；“短”是指冷冻猪肉储备保
质期短， 按照有关标准最长为 10 个
月。 “一长一短”的特性使得猪肉稳产
保供要求更高，调控难度更大，调控
成本更高。

养猪场户主要基于当期市场行
情作出生产决策，往往存在一定的滞
后性，导致生猪市场大体呈现“赚一
年、平一年、亏一年”的周期性现象，
这种产业波动是市场经济自我调节
的一种方式。

为了防止猪肉价格下跌导致养
殖端利益受损，目前，农业农村部畜
牧兽医局正在密切监测生猪生产发
展动态， 抓紧研究稳定产能的措施，
初步考虑建立生猪产能储备制度，以

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调控目标，以
产销大省、养殖大县和大规模养殖企
业为抓手， 利用好市场调节功能，同
时发挥宏观调控的兜底保障作用，设
定分级调控区间，建立生猪生产逆周
期调控的自动触发机制。

在加强监测预警的同时， 建立权
威的信息获取渠道，让养殖户、养殖企
业能够了解到更为客观的市场信息也
格外重要。通过统一权威的发布窗口，
集中发布生猪全产业链的信息， 指导
生产主体合理调整产能， 有效引导市
场预期，平抑市场价格波动。

此外，我国规模化生猪养殖发展
势头正不断加快。 2020 年，全国年出
栏 500 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比重
达到 57％左右， 比 2019 年提高 4％。
相较于中小散户，规模养殖场和大型
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强，对于价格形势
分析和调整能力强，对缓解猪周期是
个有利因素。 (刘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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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小麦机收损失率？
据有关调查，小麦平均收获损失

率为 4.7％，收获损失是小麦粮食最大
的损耗，这与其机械水平、收割时机、
品种特性、 收获作业操作水平等因素
密切相关。 为什么小麦机收在整个生
产环节中损失量最大？ 有效的减损方
法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机械化岗位科
学家、 河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
授王万章，来听听他的高见。

“小麦联合收获机单次作业面积
普遍较小，据某主产区调查统计平均
为 10 亩左右。 其中单次作业面积小
于 10 亩的地块占 75％， 单次作业面
积大于 10 亩的占 25％。 ”王万章总结
道，加上小面积种植，地块分散，收获
作业存在路径折返等现象，是造成小
麦联合收获作业效率低，小麦田间收
获损失增加的原因。

“此外，小麦收获机在小麦秸秆
蜡黄、籽粒蜡熟、麦穗潮湿的情况下，
脱粒滚筒对物料作用时间长、作用力
大，因此籽粒破碎多，收获质量差。 ”
王万章表示， 小麦处于过熟状态时，
小麦籽粒易脱落，小麦茎秆也会变得
干枯，脆性增加，易引起倒伏或折断，
从而造成田间小麦落粒损失。

“在操作层面，机手在使用小麦联
合收获机作业时，掉头转弯次数频繁
也是原因之一。 ”王万章说，由于一些
机手操作不规范， 边转弯边收割，或
者通过减小油门的办法来减速，降低

了发动机和收获机脱分装置转速，小
麦穗头未脱粒或未脱净就被排出，造
成小麦机械收获籽粒损失率增大。

“当前，我国小麦机械化收获急
需小麦低损收获关键技术和大喂入
量谷物联合收获机。 ”王万章一语中
的。 在技术方面，比如收获机智能测
控设备可监测小麦联合收获机的技
术状态，调整相关作业参数，减少小
麦机收损失。 即根据小麦收获环境，
通过调整联合收获机割台高度、前进
速度、滚筒传递、脱粒滚筒与凹板间
隙大小， 降低小麦田间机收损失率。
此外，还可通过对联合收获机关键部
件，如脱粒滚筒结构的设计、线速度
和脱粒间隙的设置减少拥堵、飞溅等
各种损失。

“在具体机型上，要想满足小麦
高效、快速的收获要求，需要高性能、
高可靠性的小麦收获机，以及具有作
业状态感知、智能化控制技术的智能
化小麦收获机械技术装备。 ”王万章
指出，其中，大喂入量谷物联合收割
机首当其冲。

“其实国外发达国家的小麦联合
收割机已经比较成熟，它们均搭载大
功率发动机， 最大达到 580.7 千瓦。
且喂入量大， 普遍在每秒 12 公斤以
上，最高可达每秒 15 公斤。 以纵轴流
或切纵轴流组合脱粒技术为主，智能
化水平和可靠性均较高。 ”王万章说，
而国内的话，国产每秒 6 至 8 公斤横

轴流小麦收获机是主要使用机型，技
术已经成熟，市场也认可。

除了对机械本身的技术要求，其
他农艺技术对于小麦机收减损同样
不可或缺。 比如，要想实现快速高效
机械化生产，小麦就得是株型紧凑或
者半紧凑，分蘖成穗率高，穗层整齐
度好。 此外，小麦适时收获也是很重
要的一点。 俗话说：“九成熟十成收，
十成熟一成丢。 ”收获过早，小麦灌浆
不充分，籽粒不饱满，影响产量；收获
过晚，不仅易落粒折穗，且使千粒重
降低，丰产不丰收。因此，应该等到蜡
熟后期收获。此时植株茎秆已全部变
黄，叶片枯黄，茎秆尚有弹性，籽粒已
全部转黄，内部呈蜡质状，含水率在
22％左右，干物质积累达到高峰，品质
好，产量最高，生理也完全成熟，是收
获的最佳时期。

“最后，小麦联合收割机构造复
杂， 在使用当中机械经常会出现故
障，使成本不断增加，降低效率。 因
此，小麦联合收获机的安全使用与快
速维修也应引起注意。 ”王万章提醒
道，小麦联合收获机使用需要很好的
技术素养和操作技能，机手操作技能
是小麦收获安全作业，高效减损的最
重要保障。 (颜旭)

粳稻拍卖入市 稻谷供应宽松
进入 4 月下旬， 陈粳稻拍卖

入市， 最低收购价稻谷每周投放
量从 160 万吨增加至 180 万吨，
2020 年产早籼稻开始投放拍卖
市场， 稻谷现货市场供应逐步从
新稻切换到陈稻， 政策性稻谷去
库存节奏加快。 除此之外， 各级
地方储备稻谷轮出量也在持续增
加。 目前， 国内稻米行情整体稳
定， 部分区域略有下降。 从终端
消费来看，随着气温回升，大米消
费逐步进入淡季，需求提升有限，
稻米行情短期继续维持偏弱走
势。

政策性稻谷拍卖底价调整，
陈粳稻加入拍卖序列， 大幅提振
拍卖市场行情。 据统计，4 月 30
日共计投放 2017 年至 2020 年产
政策性稻谷 180.1 万吨， 实际成

交 20.3 万吨，成交率 11.3%，成交
均价 2618 元/吨。

粳稻首次投放市场， 各方主
体参与拍卖积极性较高， 尤其是
江苏和黑龙江地区粳稻成交量较
高。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信息显示，
5 月 7 日 计 划 投 放 2017 年 至
2020 年产最低收购价稻谷 180
万吨。 综合分析， 目前政策性稻
谷拍卖、 各级地方储备稻谷轮出
及终端大米需求低迷， 导致稻米
行情稳中走弱。进入 5 月份后，部
分地区贸易商将为收购小麦腾
仓，集中出货压力将显现，加上销
区采购尚未恢复， 产区大米加工
企业库存仍较充裕， 原粮采购积
极性低， 稻米市场维持低迷，6、7
月份米厂存粮消化后， 稻米行情
或小幅上扬。 （徐彦）

一片茶园带动一方乡亲
5月 4 日上午， 小雨淅淅沥

沥地下着 ，下午天气放晴 ，雨后
的明光市三界镇郑岗村山外山
家庭农场生态茶园， 青山环绕，
翠绿的茶垄随着地势绵延起伏，
一排排整齐的茶树苍翠欲滴、清
香撩人。

茶园负责人张华菊正组织茶
农忙着采摘山上的春茶。 张华菊
告诉笔者， 茶园种植的是安吉白
茶品种， 这里生产出来的白茶受
光照度和气候影响， 很受市场欢
迎，今年的茶叶供不应求。

张华菊早年在江苏苏州务
工，后经营一茶叶店，茶叶店生意
一直红红火火。 在经营茶叶店过
程中， 张华菊对种茶制茶很感兴
趣， 也结识了不少懂茶的专业人
士。 2019 年，在家乡返乡创业政
策吸引下， 张华菊带着经营茶叶

店的经验和资金回到家乡， 流转
300 亩荒地开始种植茶叶。 在茶
园管理上，注重生态种植。 “除了
施有机肥，从不用化学肥料，也不
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全靠人工管
理。 ”张华菊说。

生机勃勃的茶园不仅是张华
菊创业的乐园， 还成了当地村民
增收致富的“工作车间”。 种植茶
叶从整地、造林、抚育管理到茶叶
采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为解决
当地中老年人群不能外出等实际
困难， 张华菊优先选择有劳动能
力的村民来从事茶园管理。

一片小小的茶叶， 凝聚的是
万千滋味。 在张华菊的带动下，
当地农民有了挣钱的门路， 提高
了收入， 原先荒芜的土地成为附
近农民稳定增收的生态茶园 。

(王卫国 周佳佳)

小芡实叩开致富门
“15 号就要移苗了，眼下正是幼苗

培育的关键时期， 幼苗的防害防病措
施格外重要。 ”薄雾笼罩，晨曦微露，早
上 6 点， 南谯区大柳镇华严庵村黄蜂
组的朱含龙雷打不动地早早起床走上
田埂，时而蹲下看看芡实苗的长势，时
而伸手探探田里的水温。 “今年养殖面
积比去年增加了 200 亩， 预计到年底
收入能达到 200 多万元。 ”朱含龙说。

今年 47 岁的朱含龙以前外出打过
工，也做过一段时间贸易。 三年前一次
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芡实种植，从
此迷上了这个号称“水中人参”的东西。
因芡实喜温暖水湿、不耐寒，对生长环
境有着严格要求，2018 年 8 月， 经过多
个乡镇的走访调研，朱含龙最终在大柳
镇华严庵村黄蜂组承包了 500 亩土地，
通过资源重组和优化管理将农户散乱

管理转化为统一管理，利用当地丰富的
水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产品。

芡实种植基地建立以来， 产品的
热销让朱含龙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
益，找到“致富钥匙”的朱含龙自己富
裕后也没忘了乡亲， 他积极想办法带
动周边乡亲们共同致富。 在政府的支
持下， 朱含龙成立峰源鸡头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建起芡实加工车间和冷库，
形成了种植、加工、外销于一体的芡实
产业化链条。 如今，芡实产业已解决了
周边村民组 60 余人就业问题。

（李邦军）

5 月 8 日， 安徽农垦夹沟农场生产管理部党员陆伟正在小麦种
子田去杂去劣。该农场共有 1 万多亩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在党史学习
教育活动中，农场党委结合实际，组织党员志愿者帮助困难职工开展
种子田去杂去劣，为夺取良种丰收，倾力做好服务。 郭旭 摄

宣州禁捕有了“新利器”
本报讯 近日， 宣州区农业农村

局与宣城铁塔公司合作，建立启用“智
慧渔业”系统，利用铁塔站址资源，加
装摄像设备， 实现主要禁捕区域的监
控全覆盖。 这些高挂在铁塔上的“千里
眼”，成为宣州区禁捕“新利器”。

在位于宣州区农业农村局的 “智
慧渔业”信息调度指挥中心，12 个高清

摄像头实时呈现禁捕区域的水面状
况，工作人员可通过操作，调整视频角
度、缩放查看细节状况。 通过工作人员
演示，无论是岸边架竿偷捕，还是夜间
用船只拉网， 都能通过相关技术设备
在方圆 5 公里范围内水域进行 24 小
时不间断清晰监控。 摄像机抓取到的
违法捕捞和违规垂钓等疑似违法事件

画面，连通网络传输进入监控中心，经
过智能分析， 工作人员对违法事件立
刻进行预警， 通过手机报警软件直接
推送到执法负责人， 转交辖区执法人
员立即现场查处。

据宣州区禁捕办副主任龚忠智介
绍， 宣州区有两个长江重点水域禁捕
区，累计岸线达 112.5 公里，由于岸线
绵长且部分河段地形复杂， 执法船只
无法进入， 所以单靠人防难以实现全
覆盖监管。 “智慧渔业”系统有效解决
了这一痛点。 （王骏龙 汤青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