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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全方位、多渠道、广
领域推进宁滁农业结对合作帮扶，
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1 月 11 日，

“滁州市名特优农产品（南京）展示
展销中心”在南京市隆重开业。全
椒碧根果、天长芡实、滁州贡菊等来
自滁州 120 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共
计 600多种商品参加展示展销。

据了解，该市粮油、畜禽、水
产、蔬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居全省
前列，先后创建 1 个国家级、13 个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 27 家长
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
地，累计获批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362 个，是长三
角 重 要 的 商 品 粮 、菜 篮 子 供 应 基
地。滁州与南京两地的交流合作由
来已久，南京也是滁州名特优农产
品的销售首选地和重要目的市场，
滁州市超 40%的蔬菜、畜禽、水产等
鲜活农产品进入南京销售或中转。

近年来，滁州市大力实施农
产品走出去战略，瞄准长三角重点
城市谋划布局滁州名特优农产品
展示展销中心，更好展示“滁字号”
农产品品牌，更深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

（吕静远）

滁州名特优农产品
展销中心落户南京

■ 本报记者 刘刚

随着春节临近，牛肉的需求量逐
渐走高，市场价格也到了一年中最高
的时期。记者采访部分养殖户获悉，
去年冬季以来，肉牛市场比较平稳，
价格基本没有上涨，但由于去年饲料
和架子牛成本上涨较多，所以今年年
初出栏的肉牛养殖利润下降了一些。

牛肉价格和去年同期持平

“目 前 的 牛 肉 价 格 和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基 本 持 平 ，每 斤 大 概 40 元 左
右，品质好的牛肉每斤 50 元附近。”
1 月 16 日 上 午 ，合 肥 市 蜀 山 区 南 岗
镇销售牛肉的商贩浦飞告诉记者，

去 年 冬 季 牛 肉 价 格 是 近 年 的 最 高
价，今年牛肉价格未上涨，只是小幅
波动。黄山市黄山区的黄牛养殖户
杨爱武说，他是养殖、屠宰、销售一
条龙，目前他的牛肉要卖到每斤 45
元，而且供不应求。“我的牛肉全部
卖到长三角区域，那里的消费者对
我很信任，因为我是散养方式，牛肉
品质好。”杨爱武说，目前的牛肉价
格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未有明显
波动。

合肥市周谷堆批发市场信息部
负 责 人 王 萍 告 诉 记 者 ，1 月 15 日 当
天的牛肉批发价格是每斤 38 元，和
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一致。“前几年，
每斤牛肉的批发价格才 33 元，而去
年冬季的牛肉价格上涨明显，去年
11 月初的时候，牛肉批发价格达到
每斤 36 元。”王萍说，每年 12 月下旬
开始，牛肉消费进入旺季，预计到春
节前，牛肉价格会略有上涨。

养殖利润有所下滑

“今年年初的肉牛价格不高，和
去年同期差不多，都是每斤 18元。”定
远县池河镇肉牛养殖户方玉剑告诉
记者，这几天他销售了十几头肉牛，价
格比较稳定。虽然价格和去年持平，
但效益却差了不少。方玉剑说，去年
架子牛价格非常高，500 斤重的架子
牛每斤要 30元，也就是说，一头 500斤
重的架子牛要 15000元。“2020年架子
牛每斤是 26 元，相比较来说，增加了
2000 元。”方玉剑说，去年的饲料价格
比 2020 年上涨了 40%，养牛成本增加
很快，养殖户的压力很大，今年年初出
栏一头肉牛的利润不到 2000元，比去
年同期少了近 3000元。据他反映，现
在不仅养殖肉牛所需资金增加，进牛
的渠道也越来越少，有时需要到黑龙
江、内蒙古等地收购架子牛。

灵璧县渔沟镇肉牛养殖户申浩

这几天一直在联系甘肃等地的肉牛
养殖厂，希望春节后购买一些架子牛
回来育肥。他说，这几年，省内基本
买不到架子牛，都要到东三省和新
疆、甘肃等地购买，价格也从几年前
的每斤 13 左右一路上涨到 30 元。申
浩告诉记者，一头 500 斤重的架子牛
至少要 15000 元，买回来养殖 10 个月
就可以出栏，去年春节前，一头牛的
利润也就是 5000 元左右，今年由于
架子牛价格上涨和饲料成本的增加，
每头牛的利润不到 2000 元。

要鼓励大户饲养母牛

省农科院畜牧所肉牛养殖专家
贾玉堂认为，虽然养殖户效益减少
了，但目前的肉牛价格仍然处于历史
较高水平。这两年肉牛价格不跌的
主要原因：一是供需矛盾凸显。随着
牛肉消费量不断增大，牛肉供给已不
能满足市场需求，并在一段时期内仍

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二是受牧区禁
牧还草影响，牛存栏总量全国都在减
少，数量下降，特别是母牛。因为母
牛适合小规模散养，资金回转较慢，
且效益偏低，所以很多养殖场（户）选
择养殖育肥牛，造成牛源紧缺。三是
养牛成本提高，饲料成本、劳动力成
本等普遍上涨。四是肉牛养殖投入
大、周期长、见效慢，比较效益低，农
民养牛积极性不高。

“未来肉牛价格不会出现明显波
动，甚至还可能有上扬的趋势。”贾玉
堂分析指出，由于去年架子牛价格非
常高，加上饲料、环保成本大增，肉牛
养殖效益下滑比较明显，势必会让不
少散户在今年退出养殖市场，养殖量
会有所下降，这样一来价格就会上
扬。他建议政府出台补贴母牛繁育
的政策，鼓励大户饲养母牛，减少我
省肉牛养殖过于依赖外省架子牛的
局面，让饲养肉牛的成本降下来。

肉牛市场平稳 养殖效益“缩水”
饲料和架子牛成本上涨较多；建议政府出台母牛繁育补贴政策

市场观察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
布 635 号公告，由安徽省畜禽遗传
资源保护中心、安徽农业大学与祁
门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共同挖掘的

“祁门豆花鸡”新资源，经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通过，成为我
国又一重要的地方家禽新资源。

“祁门豆花鸡”是安徽省畜禽
遗 传 资 源 保 护 中 心 杨 秀 娟 研 究
员 、安 徽 农 业 大 学 动 物 科 技 学 院
陈 兴 勇 教 授 为 核 心 的 专 家 团 队 ，

经 历 史 佐 证 资 料 查 验 ，现 场 检 测
和 遗 传 分 析 ，可 作 为 我 国 兼 用 型
鸡新资源。

“祁门豆花鸡”中心产区位于
祁 门 县 ，早 在 明 永 乐 年 间《祁 阊
志》中 就 有 记 载 ，距 今 有 600 多 年
养 殖 历 史 。 该 鸡 种 体 型 中 等 偏
小，结构紧凑；羽毛光亮，羽色“白
质 黑 章 ”（整 体 呈 白 色 ，羽 梢 处 带
有黑色斑纹），散放饲养时黑白相
间 的 群 体 形 成 特 有 的 景 致 ，羽 毛

颜 色 像 当 地 的 蚕 豆 开 的 花 一 样 ，
故 名“ 祁 门 豆 花 鸡 ”，又 名 蚕 豆 花
鸡，俗称“白花鸡”。

“祁门豆花鸡”因长期户外觅
食，具有野性强、好争斗，耐粗饲，
善觅食，抗病力强；胸肌和腿肌较
发 达 ，肌 肉 紧 实 ，皮 薄 、皮 下 脂 肪
少 ，肉 蛋 香 嫩 味 美 ，口 感 似 野 鸡 。
因其屠体重适中，适合现代人口较
少的家庭一餐新鲜食用。

祁门县是典型的山区县，又是

中国传统茶乡，所产祁门红茶名扬
天 下 。 境 内 山 林 、茶 园 、林 地 、草
场、常绿阔叶林和沟谷雨林面积较
大，为“祁门豆花鸡”散放饲养提供
了饲料和栖息的场所；林地内各类
昆虫、植物、菇菌等天然饲料，赋予
了该鸡肉蛋特有风味和营养，成为
人 们 追 求 高 品 质 生 活 的 首 选 食
材。群体中 2%至 3%鸡冠呈紫色，
且皮肤、肉、骨呈乌黑色，具有潜在
药用价值。

“祁门豆花鸡”新资源的审定，
将深入巩固地方种质资源保护成
果，积极推进现代特色种业发展行
动，促进祁门县种业和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吴龙辉 何欣）

“祁门豆花鸡”新资源通过国家审定

“你家的麦田是基肥施多了，
还未到立春，有些麦苗就有‘起身’
势头。从现在起，要清沟沥水，保
证麦田适当干燥。要控制麦苗疯
长，为中后期抗倒伏做好准备。”日
前，由庐江县科技局派出的科技特

派员，前往该县台湾农民创业园连
河村种粮大户孔静心的田间，查看
小 麦 长 势 ，现 场 检 测 土 壤 肥 料 含
量，并就小麦田管提出针对性指导
意见。

1 月上旬，由 110 名省市县三级

级科技特派员组成的科技服务小
组，进驻庐江县 226 个村，开展田间
观察和科技知识培训，为家庭农场
和种植大户解疑释惑，用现代农业
科技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和人才
支持。科技特派员驻村以后，通过

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大力宣传
冬春季田间管理新技术；依托全县
17 个镇和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农技
推广站，举办冬春季田间管理培训
班 ，引 导 农 民 转 变 种 田 观 念 。 目
前，该县 226 个村（社区））都建立了
冬春季田间管理档案。科技特派
员根据每户农田土壤营养“不平衡
症”症状，开出了缺啥补啥的配方，
帮助改施肥料，力促田间管理走向
精细化。

（吴子新）

科技特派员驻村指导田管

区域亮点

荸荠丰收引客来
时下正是荸荠收获的季节，宿松

县许岭镇的许岭社区、宏富村荸荠种
植基地喜获丰收，村民们忙着采挖荸
荠，成熟的荸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体验采挖的乐趣。

荸荠种植基地负责人邵华传向笔
者介绍：“冬季是荸荠成熟的季节，在挖
荸荠前，要先把田里的水放干。荸荠是
水生植物，生长在水田里，但在水田里
挖荸荠不方便，淤泥太多，把水放干后，
等田里的土壤硬化了，就可以去挖了。
销售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我承包了
20多亩地种荸荠，一亩地可以挖到6000
多斤，今年毛收入预计近40万元。”

近年来，许岭镇结合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积极引导农民因地制宜种植
优质荸荠，采用“水稻+荸荠”轮作种
植模式，以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 郭芳）

平坦整洁的道路，错落有致的楼
房，美丽的农家小院……日前，走进砀
山县官庄坝镇龙潭村，一幅景美人和
的美丽乡村画卷铺展开来。龙潭村村
民董玉莲说：“以前我们这里门前的路
都是土路，坑坑洼洼，下雨下雪一脚
泥；现在修了水泥路，路上还装上路
灯，晚上还有老年人活动的地方，感到
特别舒服。”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龙潭村始终
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位，全力
补齐短板，大力实施村庄道路硬化、健
身广场建设、坑塘治理、路灯安装等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先后铺设水泥道路
6403 平方米，坑塘治理面积 9000 平方
米，实现道路河渠绿化率达到 95%。
同时，发挥本地交通便利的优势，构建
农产品产、销、运一体化体系。

近年来，官庄坝镇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乡村振兴
的抓手，着力建设村庄秀美、生态良
好、乡风文明、美丽宜居的幸福家园，
群众的幸福指数进一步提升。

（李艳龙）

建设美好家园
提升幸福指数

保障水路运输安全
本报讯 1 月 15 日，一场雨雪降落

淮北大地。亳州市谯城区海事管理服
务中心立即行动，积极应对雨雪天气，
奔赴防滑防冻的重点渡口、水域开展
安全检查。核查涡河水上客运停运情
况，加大对重点水域、重点船舶的管
控，坚决杜绝冒险航行、超载运输等违
法行为。及时清除渡口斜坡上的积
雪，同时加强内部安全管理，确保渡口
畅通有序。及时提示过往群众和施工
人员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王双喜 张思伟）

1 月 12 日，由无为市人民政
府、上海海洋大学、安徽省水产技
术推广总站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
国河蟹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徽银
杯首届无为螃蟹节在无为市城南
公园火热开启。

中国科学院院士桂建芳，安
徽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一级巡
视员杨增权,上海海洋大学副校
长李家乐，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站长助理黄太寿等相关单位行
业负责同志特邀出席。芜湖市市
委常委、副市长杨正，芜湖市政协
副主席、无为市委书记吴瑞新，市
领导陶光晓、徐启发、吴石生、刘
路阳、阎晶晶参加开幕式。

开幕式在开场舞《欢腾的节
日》中拉开帷幕。吴瑞新在致辞
中首先代表中共无为市委、无为
市人民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
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无为发展的社会各界人
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吴瑞新说，
无为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是闻
名遐迩的“螃蟹之乡”，是全国重

要的粮食和水产等优质农产品生
产基地，先后荣获全省乡村振兴
示范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
范县、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示范
县、平安渔业示范县等称号。多
年来，无为市依托优越的生态环
境和丰富的水产资源，大力发展
螃蟹产业，已形成一条从种苗培
育、成蟹养殖、蟹产品初加工到市
场 销 售 的 完 整 产 业 链 ，2014 年 ，

“无为螃 蟹 ”获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认
证 。 今 天 的 无 为 螃 蟹 ，已 成 为
无 为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的 富 民 产
业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的 特 色 产 业 ，
已 经 成 为 无 为 现 代 农 业 的 一 张
靓丽名片。

李 家 乐 对 第 七 届 中 国 河 蟹
产 业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暨 徽 银 杯
2022 首 届 无 为 螃 蟹 节 胜 利 召 开
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今后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将 加 强 与 无 为 市 水
产养殖全面的战略合作，特别是
今 后 将 围 绕 无 为 市 河 蟹 产 业 的
高质量发展，创建深度融合的产
学研平台，实施全产业链的研发

和 技 术 示 范 ，在 此 基 础 上 ，在 全
市以及全省进行相关成果转化、
社会服务等 。

杨增权在致辞中表示，无为
拥有南濒长江、北依巢湖的区位
优 势 ，蓝 天 碧 水 的 生 态 禀 赋 ，无
为螃蟹养殖历史悠久、文化源远
流长，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 保 护 产 品 。 通 过 举 办 螃 蟹 节
庆活动，必将有力推动无为螃蟹
产业做强、做优、做精，有力提升

“无为螃蟹”知名度、美誉度、影
响力。

下午，在第七届中国河蟹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现场，中国渔业
协会发来贺信。论坛现场授牌安
徽 省 第 一 家“ 中 华 好 蟹 ”养 殖 基
地，并且举行签约仪式，无为市人
民政府与上海海洋大学产学研合
作、苏蟹阁公司与养殖企业成功
签约，达成合作意向。 （李伟）

蟹舞鱼跃庆丰年
第七届中国河蟹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徽银杯无为螃蟹节盛大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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