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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猪周期”要着眼长远稳生产
“牛支书”路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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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行业关注

市场风向

叶县制钉厂主管部门于2021年

4月13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为保护公司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请公司债权人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李聚森

联系电话：13461141402

叶县制钉厂清算组
2021年4月13日

通许县信访局察民情解民忧
为更加有效地把信访问题在基层

及时处理，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

态，通许县信访局创新工作机制，变

“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主动深入

乡镇街道，第一时间了解社会稳定情

况，切实筑牢基层信访稳定工作的“第

一道防线”。 （董保民）

从以往“猪周期”的发展形势看，产

能一旦得到恢复，便会造成生猪价格的

大幅度下跌，最终则必然造成养殖企业

和养殖户的损失。一些养猪场户资金

紧张，就可能大量淘汰母猪，产能下滑，

为新一轮涨价埋下伏笔。

就生猪生产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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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海表示，国际、国内的经验都告

诉我们，农产品市场调节不能完全依赖市

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政府这只

“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否则容易出现大

起大落，给产业发展带来困扰和损失，对

经济社会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要做

的就是防范这种周期性的大幅波动。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

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保护生猪基础

产能，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

机制。“这要求农业农村部门既要立足

当前抓恢复，也要着眼长远稳生产。”杨

振海表示。

为了防止猪肉价格的下跌导致养殖

端的利益大幅受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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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调

控政策措施，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逆周期

调控，早研判早介入早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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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养殖场出栏上市的肥猪已成为我国猪

肉市场供应的主体。但也要看到，规模

以下养殖场户数量占到全国生猪养殖

主体总数的99%，仍是我国生猪稳产保

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家庭

养猪场也是不少地方产业扶贫、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

“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

件、经济发展水平、养殖习惯不尽相同，

养猪业发展也应当因地制宜多样化，不

能搞‘一刀切’。”杨振海认为，规模养殖

是畜牧业现代化的组织基础，从小农散

养到规模化养殖，是畜牧业发展的长期

方向。但规模化也不是越大越好，应尊

重客观规律，坚持适度规模发展。

猪肉价格的长期波动对整体国
民经济的影响重大。“价高伤民，价贱
伤农”，生猪稳产保供是我国畜牧业
发展的大问题，同时猪肉价格的涨跌
也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如今，随着生猪产能逐渐恢复，
猪肉价格日趋正常。但逐渐走出“猪
周期”的同时，行业亦开始担心产能
过剩引发的养殖端受损。近日，农业
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接受
媒体采访，就人们关心的生猪生产、
猪肉价格等问题回答了提问。

据了解，本轮“猪周期”是受到非洲

猪瘟疫情、一些地方不合理禁养限养以

及周期性波动叠加影响，导致生猪供需

关系紧张，猪肉价格上涨。国家随即采

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稳生产、保供给，压

实地方责任，解决养猪用地与环评难

题，强化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尽快恢

复生猪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效。

杨振海说，从大趋势上看，猪肉供应

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后期供应会越

来越宽松。综合考虑前期生猪生产恢

复、新生仔猪数量、猪饲料销售等因素，

今年一季度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长40%

以上，二季度还将继续较大幅度增长，猪

肉供应保障水平将明显好于上年同期。

他表示，按照目前的生产恢复势

头，今年下半年生猪存栏即可以恢复到

正常年份的水平，之后再过3~4个月，

存栏增量转化为出栏增量，月度的出栏

量也将恢复到正常水平。

同时，也要注意到，猪肉消费需求

季节性特征较为明显，端午、中秋、国庆

期间，猪价可能会阶段性反弹，但反弹

力度将会越来越弱，不太可能超过前期

的价格高点。

另一个情况是，受到生猪饲养成本

不断升高的影响，猪肉价格回落到曾经

的较低水平也不太现实。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非洲猪瘟疫情

前，生猪养殖成本约为每公斤12.5元，

当前每公斤养殖成本较疫情前增加4.5元

左右，涨幅约36.0%。其中，玉米价格由

疫情前的每公斤2.0元上涨到近期的3.0

元，涨幅达50%；玉米价格上涨导致生猪

养殖头均成本增加280元左右。规模猪

场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头均成本增加约103

元，粪污处理成本增加50元，其他如仔猪

费用、人工费用、死亡损失和固定资产折

旧等成本项目都有不同程度增加。

杨振海认为，长期来看，成本项目

上涨都是刚性的，成本上涨最终都会传

导到猪肉价格上来。

从历年生猪生产波动的调控政策

实施情况来看，稳价格的关键在于稳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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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海指出，稳产保供不能只算短

期账、经济账，更要算长期账、政治账。

因此，目前的工作仍要以增强猪肉

长期供给保障能力、防止阶段性严重短

缺为重点，做好生猪产能储备。

具体思路为：以能繁母猪存栏变化

率为核心调控指标，加强监测预警，利

用好市场调节功能，同时发挥宏观调控

的兜底保障作用，保住能繁母猪底线存

栏量，落实“生猪生产省负总责”和“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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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杨振海看来，各地方应该视情况

制定养殖目标，也可以通过与外埠合作

建基地等方式，联合养殖。最终的目的

是，各地方都要保证一定的生猪自给率。

在2019年年底，农业农村部制订了

《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对各地生猪养殖布局提出了总体要

求：东北、黄淮海、中南地区为生猪及产

品调出区，要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作出

贡献，实现稳产增产；东南沿海地区为主

销区，自给率要达到并保持在70%左

右；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通过跨区合

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式保证掌控猪源

达到消费需求的70%；西南、西北等地

区为产销平衡区，要确保做到基本自

给。根据这个要求，各地又将任务分解

到市县，并定期“查账”，确保工作落实。

杨振海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上

述安排是有效的，有力地促进了生猪产

能恢复。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推行

分区防控，引导养殖场户特别是大型养

殖龙头企业在各大区合理布局生猪产

能，既发挥各地区的区位优势，也要兼顾

地方责任。

（第一财经）

4月15日，笔者走进宁陵县赵村乡寰

泰养牛场，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

养牛大棚。阳光映照下，一头头膘肥体壮的

西门塔尔牛，有的正在撒欢，有的正在吃食。

寰泰养牛场的创办人叫路柯，自幼患

小儿麻痹症，行走要依靠双拐。但他不向

命运低头，自强自立，靠着勤劳的双手一

步步成长为拥有百万元资产的企业老

板。去年，村里进行换届选举，路柯被选

为张操村党支部书记。

“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

这份信任，要为村里多做点实事。”路柯

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听说养牛效益

高，他特意跑到东北和内蒙古进行考察，

回来便开始筹建养殖场。

去月10月，占地20亩的寰泰养殖场落

成，共建有5个现代化的养牛车间，第一批引

进了76头西门塔尔肉牛。“我要先干给村民

看，然后带着村民干，准备走合作社的路

子。”路柯说。

去年，路柯一次性购买了村民的100

亩玉米秸秆，用于青贮饲料。今年年初，

他又回收了100吨打捆的小麦秸秆。“秸

秆变废为宝，现在村民谁还愿意烧秸秆

啊？”路柯说，“村里还有一个西瓜种植基

地，有20多个温室大棚。牛粪可以给西

瓜作底肥，这也算是循环农业吧。”

“一头育肥公牛一年收入6000元，一

头能繁母牛一年生一头牛犊，出栏能卖1

万元。如果养殖500头以上，收益是非常

可观的。”路柯算了一笔收入账。

抱团发展，规模养殖，是路柯追求的

目标。他正在注册养牛专业合作社，打算

走“合作社+基地+养殖户”的模式，让更多

村民加入合作社，带领大家一起奔上致富

路。

“我打算将养牛规模突破500头，实

现年盈利300万元，让大伙儿一起发家致

富，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说起未来的规

划，路柯信心百倍。 （闫占廷）

一看动态。一般正常的羊不论采

食或休息，常聚集在一起，人一接近即起

立。而病羊食欲、反刍减少，常常掉群卧

地，出现各种异常姿势。

二看反刍。健康羊每次采食30分

钟后开始反刍30~40分钟，一昼夜反刍

6~8次。病羊反刍减少或停止。

三看羊眼。健康羊眼珠灵活，明亮

有神，洁净湿润。病羊眼睛无神，两眼下

垂，反应迟缓。

四看羊耳。健康羊双耳常竖立而

灵活。病羊头低耳垂，耳不摇动。

五看羊舌头。健康羊的舌头呈粉红

色且有光泽、转动灵活，舌苔正常。病羊

舌头活动不灵、软绵无力、舌苔薄而涩。

六看口腔。健康羊口腔黏膜为淡

红色，无恶臭味。病羊口腔时冷时热，黏

膜淡白流涎或潮红干涩，有恶臭味。

七看大小便。健康羊粪呈小球状，

比较干硬，无异味；小便清亮无色或微带

黄色。病羊大小便无度，大便或稀或硬，

甚至停止，小便黄或带血。

八听声音。健康羊发出洪亮而有

节奏的叫声。病羊叫声高低常有变化，

不用听诊器可听见呼吸声及咳嗽声、肠

音。 （王桂香）

4月12日，商丘市梁园区观堂镇郭楼村养牛能手盛敬有在喂养肉牛。近年来，盛敬

有在区侨联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引导下发展肉牛养殖，目前，他的养牛场年出售肉牛50多

头，纯收入20多万元，成了全镇远近闻名的“养牛能手”。 陈臣摄

从1月6日的36.8元/公斤高位下跌

到4月9日的21.4元/公斤，生猪价格已

累计下跌15.4元/公斤，可以看出下跌幅

度非常之大，当然这是多种因素导致

的。不过，在上周，猪价开启了一周左右

时间的起底回升态势，在4月16日再次

出现了小幅回落的态势。连续三个月的

跌势之后出现反弹自然是养殖户殷切希

望的，但是这个涨势似乎并不强劲。

其实，这段时间的反弹是前期3个

月超跌之后的触底回弹。由于价格被

打压得过低，这让很多养猪户已经失去

了信心，加之已触及了成本线，甚至进

入亏损，所以养殖户们已经开始不再出

栏育肥猪了，这也让生猪市场出现了连

续一周左右的震荡反弹。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反弹是一种

修复性的反弹。前段时间猪价下跌过

猛，确实背离了生猪市场的供需基本

面。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修复过程，

而当前的猪市价格也比较符合现在的

供需基本面。当然，随着后面需求的逐

渐回升，预计生猪价格可能还会有进一

步的震荡反弹。 （卓创）

生猪价格迎来修复性反弹

猪肉供需关系
正在回归正常轨道

要算好稳产保供的长期账、政治账

立足当前抓恢复，着眼长远稳生产

“七看一听”知羊病

养殖经验
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经过18个月的实践，南阳市宛城区人

民法院的分段执行管理机制改革、“一站式”

诉讼服务管理体系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不

仅提高了诉讼服务质效，还同时提升了核

心审判执行质效，走出了一条执行改革和

法辅创新新路子。

去年，该院共办理执行案件6615件，

执结6126件，结案率92.61%，申请执行标

的额34.01亿元，执行到位标的额5.71亿

元，执行综合管理质效从长期落后跃升到

全市第一，迈入全省先进行列。去年4月以

来，该院创建“分调裁审执”集约化管理体

系，平均为法官减负30%以上。

“一站式”管理驱动解决执行难
自2019年7月开始，该院对原有执行

综合管理体制进行深度改革，在分工协作

的基础上施行“核心办案业务分段办理+综

合事务集约化办理”的流水线式运行新体

制，并将执行案件要素式管理体制改革融

入全院“分调裁审执”诉讼服务管理体系，建

立了成熟的“大执行”管理长效新机制。

“大执行”管理长效新机制的具体举措

是，围绕财产调查、执行实施、财产处置三大

工作流分段的核心管理要素，实行差异化

管理，科学配置执行资源。一是指挥中心

突出各项事务性工作的集约化管理，把控

整个分段管理体系的制度化运行。执行案

件在立案后，由执行指挥中心在24小时内

完成首轮网络查控、7日内完成线下传统查

控后，根据财产调查、控制情况确定繁简分

流系数，进行集约化分流。二是执行实施

中，对无财产案件是否及时有效退出，作为

核心的效率指标进行管控。无财产案件、

查控到足额金融财产的案件，由速执团队

45天内办结。未查控到足额财产的案件，

由一般执行实施团队按规范流程办理，一

旦查控到财产并完成必要尽调程序，7日内

流转到财产处置团队启动定价、网拍程序，

平均办案周期控制在60天期限内。三是狠

抓有财产案件的规范化管理，紧扣财产定

价、网拍流程的节点期限管控，并将财产处

置中的辅助事务进行社会化外包管理，解

决“案多人少”的结构性矛盾。

进行“分段执行”集约化管理体制改革

以来，该院平均结案用时从2019年的125

天大幅缩短到现在的82天，“有财产案件法

定期限内结案率”和“终本合格率”均达

100%。

集约化管理驱动“分调裁审执”
2019年以来，该院党组按照最高院、

省院要求，全力创建诉讼服务管理体系。

2020年4月，该院将审管功能前置，从诉讼

服务源头主动进行质效规划和流程把控，

规范“分、调、裁、审、执”核心办案业务流程

管理，构建高效、规范的管理闭环。

“服务”，狠抓诉服业务的要素管理，规

范服务监督评价机制，将司法辅助事务进

行社会化管理改革。该院成立了“司法辅

助事务管理云平台”，把诉讼服务、审判、执

行工作中的司法辅助事务，从核心办案业

务中剥离出来，引入公证机构深度参与，进

行社会化、集约化的外包管理改革，缓解法

院“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建立以“效率、

规范、质量、效费比”四项管理要素为核心的

全流程量化考核机制，确保集约化管理实

效。

“分”，多级分流，探索集约分流理念。

诉讼服务中心收案当天进行第一次繁简分

流，将符合诉前调解管理条件的案件分流

到调解中心；法辅管理中心收案后24小时

内，根据各调解组织工作量完成进度、调解

特长等做第二次分流，调解完成后由管理

岗将未化解的纠纷案件综合评定出繁简分

流管理系数；经诉调对接转正式立案时，诉

讼服务中心分流岗采用“参考诉调管理系

数+人工复核”的方式综合评定出第三级管

理要素，24小时内完成第三次繁简分流，精

准分流到速裁和精审团队。

“调”，多元联动，深化诉调对接。该院

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了8个类型化、专业化

的诉前调解工作室，建立了调解机构和调

解员名单库，在各法庭成立诉前调解室。

将要素化审判方式引入到诉前调解管理规

范中，所有调解案件全部依照管理要素模

板进行要素化、格式化调解，实现诉前调解

与审判业务的无缝衔接。

“裁”，调裁绑定，强化资源配置。由院

审管办收集院里各员额法官适用小额、简

易、普通等程序收结案的详细数据，组建了

12个“速裁团队”，并把速裁团队与诉调机

构对接绑定，加大对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力

度，提高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截至目前，

经诉调与速裁的业务对接绑定，已分流、化

解了全院40%的民事案件。速裁法官平均

审理期限30天，人均结案数量和月均结案

数量均明显提升。

“审”，简化程序，统一裁判尺度。精审

团队积极推行专业法官会议、类案示范等

制度，定期召开专业法官会议，对复杂的案

件进行共同研判。对于系列性或者群体性

民事案件，及时在系统内进行标注，将案件

集中分至1~2名员额法官，同时开庭，统一

裁判标准，通过个案示范带动批量案件高

效解决。

通过狠抓要素管理、理顺管理机制，整

合全院资源配置，该院诉服质效进入全省

先进行列，审判案件平均审理天数同比降

低20.14天，简易程序适用率同比上升

23.97个百分点，小额诉讼适用率同比上升

6.28个百分点，民事案件调解率同比上升

4.36个百分点，发改率同比降低0.19个百

分点。 （王永兴边晓明姚林娟）

“一站式”诉讼 集约化管理
南阳市宛城区法院走出执行改革和法辅创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