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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猪价再创新低 短期会持续疲软 河南省中药材协会走进淮阳大郝村

“把脉”乡村发展助振兴

我省向全国分享
绿色种养“河南经验”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5月27日上

午，根据河南省中药材协会“沟通政府、

服务社会、交流合作、持续发展”县乡村

行活动的安排，由河南省中药材协会、河

南省贸易促进会和河南省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组成的考察团来到周口市淮阳区白

楼镇大郝村进行考察。

河南省贸易促进会会长梁杰一、河

南省中药材协会会长贾少谦和河南省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刘晓军参加了

调研考察活动。考察团首先到大郝村

实地察看适宜中药材种植的地块，了解

当地的地质和水资源情况。

实地考察后，考察团围绕“生产发

展、生态建设、精神面貌、社会治理、生

活状态”五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研讨。

贾少谦说：“大郝村有着显著的地理优

势、自然优势和环境优势，大郝村不仅

要开展中药材种植致富，还要合理利

用地理优势，把村庄打造成美丽的中

药百草园、采摘园、垂钓园，让城市人

到大郝村来休闲、旅游，享受大自然，

让大郝村群众增加收入，日子过得更

幸福。”

本报讯 5月27日，农业农村部、财政

部在成都召开会议，通报关于开展绿色种

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的有关精神，听取试

点省工作情况汇报，安排布置2021年重点

工作。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级领导干

部周辰良作了“河南省绿色种养循环农业

试点工作”的主题汇报。

周辰良表示，河南是典型的农业大

省，2020年全国生猪存栏和调出最多的

省份，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条件得

天独厚。项目启动后，河南坚持高位推

动，强化责任落实，坚持申报标准，做到五

个结合，坚持创新机制，提升项目质量，坚

持效果导向，助推绿色发展，目前已完成

项目申报培训、试点县的遴选和公示，省

财政厅已拨付了补奖资金。总体上看，河

南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扎实起步，发展

健康。

针对下一步工作计划，周辰良表示，

围绕“加快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打通种

养循环堵点，促进粪肥还田，推动农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的项目初衷，一是加强技

术培训，结合高校、科研院所包县指导，同

时，将组织试点县开展现场观摩，推广先

进典型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成熟模

式。二是加强项目管理。尽快制定项目

管理办法，建立集项目环评、技术指导、风

险评估、环保执法于一体的管理机制，确

保项目实施规范有序。三是科学组织实

施。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风险评估制度，

探索符合农区生产特点的畜禽粪污养分

平衡监测制度构建方式，确保项目实施区

耕地地力持续提升。 （厅报）

5月以来生猪价格再创新低。农业

农村部近日透露，目前全国生猪生产加快

恢复，市场供应进一步改善，价格不断回

落，今后一个时期猪肉供应将呈现总体宽

松的趋势。

但同时，当前生猪生产恢复仍面临一

些不确定因素，包括非洲猪瘟疫情风险依

然较大、养殖成本不断攀升、效益明显下

降，母猪繁殖效率仍低于正常水平等。对

此，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强调，未来要坚持

生猪生产恢复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标准

不降，全面落实生猪稳产保供各项任务。

继续推动扶持政策落地落细，加大对中小

养殖户的帮扶带动，完善逆周期调控政

策，促进生猪生产平稳有序发展。

今年以来，针对猪肉的恢复供应和

价格平稳，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连续出台

了多项政策。包括，推动生猪产业优化

布局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生猪产业全

链条生物安全水平、实施畜禽遗传改良

计划等。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未来将引导区域

科学规划生猪养殖布局，加强生猪产销规

划衔接。鼓励探索销区补偿产区的长效

机制，支持主产省份发展生猪生产，并推

进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科学配备畜

牧兽医人员，提高养殖场生物安全水平。

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养殖场分级管理制

度，采取差异化管理措施。

据了解，近几个月国内猪价下降较

快，已经回落到本轮生猪产能恢复以来

的最低点。尤其是5月，部分地区的生

猪均价跌破每斤10元大关，创下新低。

分析原因，主要是生猪出栏明显增加，

也有养殖户恐慌性出栏形成了“踩踏效

应”，整个市场压栏大猪较多，供应端压

力较大。随着天气转热，大猪消化速度

减慢，而且因为猪价下降，部分养殖户

选择压栏惜售，市场大猪积压，导致生

猪价格回落。

分析机构认为，短期猪肉价格会持续

疲软，后期或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从前

期新生仔猪量来推算，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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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供应会越来越宽松。

按照目前生产恢复势头，今年6、7月份，

生猪存栏有望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

（龙新）

5月28日，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种养合作社的社员在稻田里捕获小龙虾。近年来，该县依托水资源优势，积极引导农民发

展稻虾共作，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形成了集种苗繁育、成虾养殖、成品销售等于一体的小龙虾产业链。 谢万柏 摄

本报讯（通讯员韩浩洪唱章华
阳记者尹小剑）5月26日，在淮滨县

邓湾乡小集村杜仲种植基地，十几名

村民在热火朝天地劳作着，对已经栽

好的树苗进行精心管护。

“杜仲不仅是药材，现在在食品

行业也得到广泛应用，有杜仲雄花

茶、杜仲口服液、杜仲雄花酒等。”该

种植基地负责人王磊谈起杜仲产品

滔滔不绝。

“我们与乾明生态环境工程公司

达成了合作协议，在小集村打造千亩杜

仲产业基地，种植杜仲种苗20万株，通

过‘村集体+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

式带动村集体、公司、农户三方受益，现

在我们村里有二三十户农户都在杜仲

基地里务工，乡亲们的收入有了很大提

高。”小集村党支部书记王子强讲道。

“我的土地也流转给了基地，平

时在基地这干活，每天能挣60元钱，

一个月就有一千多元的工资，虽然我

年纪大了，但收入也不少。”该村村民

杨宪付笑呵呵地说。

据了解，邓湾乡通过大力发展杜

仲产业，开发杜仲系列产品，带动

3000多名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田春
雨 刘天鹏）5月25日，走进西平县芦

庙乡马迁庄村和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百亩艾草种植基地，鲜嫩的艾草长势

喜人。伴随着收割机的阵阵轰鸣，绿

油油的艾草随之倒在田中，等待着收

割人员捆扎装车。

“艾草不仅能驱蚊，还能安神呢。

可别小看艾草，这可是‘摇钱草’，俺就

是凭借着它走上了致富路。”看着艾草

装上了车，合作社负责人王和平满心

欢喜。

7年前，王和平承包了240多亩

土地，成立了以种植艾草为主的种植

专业合作社。为管理好艾草种植基

地，几年来，王和平吃住在地头的简易

房里。“艾草虽然耐干旱、易管理，但也

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合

作社的发展，更关系到社员的‘钱袋

子’。”谈起这几年管理艾草的情况，王

和平感慨地说。

据了解，在王和平的带动下，周边

村庄80多户农户加入合作社，通过种

植艾草走上了致富路。

“俺光自己挣钱不行，也得帮助大

家一起致富，下一步俺将继续扩大种

植面积，引进技术进行艾草加工，提高

附加值。”谈起未来，王和平信心满满。

艾草香溢致富路西平县稻虾共作助增收稻虾共作助增收

栽下杜仲树 增收有门路淮滨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