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猪企间利润的比拼归根结底还

是成本的比拼。成本能够降得足够低，

其亏损就会相应减少。此外，延伸产业

链也能够有效地平抑猪周期带来的波

动，很好地与养殖板块形成互补。天邦

方面称，目前天邦的食品发展已经进入

快速的通道。今年1～9月屠宰量已经

接近70万。除了屠宰，还延伸到了电

商、深加工、生鲜团购、餐饮等利润渠道，

截至10月份已经有了不错的成果。

此外，9月15日，顺鑫农业发布公告

称，拟设立河北顺鑫小店畜牧发展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本次对外投

资的目的是深入贯彻国家鼓励生猪产业

发展的相关政策，完善公司生猪养殖业务

布局，掌控自有生猪资源供应，通过设立

新公司，增强产业链上游生猪的供应保

障能力。（据农民日报、南方农村报）

宝丰县杨少光

打造“帮扶馆”帮销农特产

鲁山王兵凯

游子归乡建起“阳光餐厅”

“两只手”发力 度过此轮最特殊“猪周期”

虞城吴素平

创客“仙脚丫”走出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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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光山县晏河乡河川村村民在河川大草原放牧本地黄牛。近年来，该村积极争取养

殖贷款贴息项目，引导农户因地制宜发展养牛业，采取“特色产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以集中养殖为主、分散养殖为辅的方式，让村民在家门口靠养牛走上致富路。 谢万柏摄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

10月10日，时至深秋，但在鲁山县

瓦屋镇李老庄村外的上河湾生态园，一

座占地900多平方米的全玻璃阳光餐厅

内，丝毫感觉不到深秋的凉意，周围青

枝绿叶的铁树、满天星、小叶女贞生机

盎然，让人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一进入生态园，就可以看到碰碰

车、旋转木马等游乐项目正在紧张施

工，这是我们打造的亲子乐园。下一

步，我们还要以群众入股的形式，把

2000米长的沿河两岸，都种上特色农作

物，打造一个亲子农庄。”说起自己的梦

想，餐厅主人王兵凯信心满满，“今后，

生态旅游就是我们村乡村振兴的主导

产业。”

今年41岁的王兵凯，2000年毕业

于河南省质量工程学校，曾在一家建筑

公司做技术员。2017年，他回乡创业，

投资200多万元租下20多亩河滩地，创

办了上河湾生态园。

秉承着原生态的设计和管理理念，

他建起掩映在大树下、竹林中的鹅卵石

餐厅单间，房间内用实木条或竹片装

修。餐厅食材也以水芹菜、荠菜、蒲公

英、香菇、土鸡、土鸡蛋、土猪肉等当地

特产为主。此外，他还开垦了一个3亩

多的菜园，让食客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新鲜的蔬菜。

李老庄村是中国传统村落，目前有

关部门正投入资金修缮，平日里已有不

少游客慕名前来游玩。“瓦屋镇正在创

建中国香菇小镇，李老庄村的中国传统

村落名头也不小，今后游客会越来越

多。”王兵凯介绍，“因此，我就想建一个

阳光餐厅，里面除布置一些绿植外，还

要布置一个装饰墙，用来展示香菇生产

的场面。”

去年3月，上河湾生态园被鲁山县

评定为“五星级农家院”。目前，有18

名村民在该生态园务工，月工资最高的

达7000元，给乡亲们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收入。

“将来，游客来到李老庄村，不仅能

观赏到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村落，还能

在上河湾生态园里体验林下捡鸡蛋、河

里摸鱼虾、果园采水果的农家生活。届

时，我们能够带动100余户村民实现就

业增收。”王兵凯说。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贾文亮张毅力

暮秋时节的一个午后，阳光洒满虞

城县店集乡宋庄村的一户农家。

伴着欢声笑语，农家小院门口的几

位农妇映入记者眼帘——她们或在粗

布上抹糨糊，或戴着老花镜纳鞋底，或

在一丝不苟地绣花。一旁的木桌上，一

双双虎头鞋栩栩如生。

农闲时节，宋庄村的巧媳妇们便三

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制鞋，“真是得感

谢回乡创业的年轻人，让我们带娃种地

两不误，一月多收入两千多元。”

80后吴素平，就是宋庄村巧媳妇的

“带头人”。

2007年，吴素平大学毕业后在长

沙一家企业做市场营销，在当地扎下

了根也有了娃。新生命的诞生，使吴素

平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梦想——奶奶魏

秀莲给娃娃做的虎头鞋，在小区里成了

“网红”。2010年，吴素平毅然辞职，继

承奶奶的衣钵，成为家族第五代手工制

鞋传承人。

每双布鞋经过选材料、绘样式、裁

底样、抹袼褙、裹鞋边、纳鞋底、锤铺底、

加胶底、画鞋帮、绱鞋、填鞋楦、检验包

装等12道主要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考验

着耐心和专业水准。手指头不知道被

扎了多少个针眼，吴素平用了几个月时

间，终于从“小白”炼成了奶奶口中合格

的“徒孙”。

市场在哪里，渠道怎么建，品牌怎

么树？一肩挑起设计员、制鞋员、销售

员和村民口中的“老板”的吴素平，经常

背着样品天南海北参展会、谈代销，熬

过了最难的两年多时光。2013年，她成

立仙脚丫手工坊，给鞋子品牌取名“仙

脚丫”。

吴素平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创新

——开发了四季款和室内拖鞋等100多

个样式；采用魔术贴或伸缩带设计、“千

层底+防滑贴”设计；在彩色棉布的鞋面

上加入卡通形象。

传统的手工制鞋焕发新生，成为

当地的致富大产业。如今，“仙脚丫”

成为母婴用品领域的知名品牌，日产

儿童布鞋 400双，年销售额约 300万

元，带动100余名留守妇女创收。借

助电商平台，“仙脚丫”走向了河南、

湖南等20多个省级市场。村外，一座

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正拔

地而起。

已经成长为县人大代表的吴素平，

胸怀更大的责任和抱负，“未来，我们将

依托‘仙脚丫’，带领更多群众走上共同

富裕的乡村振兴路。”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石少华

“建业小区，20位业主需要香菇和

应河米醋，抓紧时间送货上门。”近日，

位于宝丰县城关镇永明路的消费帮扶

馆里，创办人杨少光在给送货的员工

交代。

消费帮扶馆里，顾客络绎不绝，线

上销售也十分火爆。茶树菇、生态粗

粮、大红袍花椒、龙王沟小米、应河米

醋、周庄菜籽油……100多平方米的空

间内，各种农特产品琳琅满目。

“有100多个单品，大多是全县各

地的农特产品。我们不仅替脱贫户销

售，也帮助35家带贫企业销售。”杨少

光说，“去年，我们实现了120万元的

销售收入。这都是消费扶贫和众多单

位帮扶的结果，我们只是农特产品的搬

运工。”

35岁的杨少光，早年在外经商，去

年回到家乡。不忍心看着老乡的农特

产品滞销，他于去年7月成立了宝丰

县消费扶贫产品展销中心（简称：消费

帮扶馆）。依托社区团购经验和相关

政策支持，杨少光的消费帮扶馆逐渐

打出名头，众多脱贫户和带贫企业纷纷

联系销售事宜，目前已有30多家扶贫企

业入驻。

“我们以本地农特产品为主，也代

销一些外地农特产品。”杨少光指着一

旁的郏县黄班长豆腐粉条菜、鲁山香梨

和郑州大枣说，“只要是助农惠农的产

品，消费帮扶馆都会尽力帮忙销售。”

一年多来，杨少光的消费帮扶馆

已为观音堂宝创农业、翟集德盛堂陈

醋、弘亚食用菌、康乐农牧等带贫企业

销售农特产品数十万元。随着销售规

模的扩大，杨少光也在考虑农特产品

的提档升级，“下一步，我们打算建立

起农特产品深加工基地，同时借助宝

丰的魔术、汝瓷等文化品牌打造一些文

创产品。”

当前，我国生猪产能已经完全恢复，

猪肉市场供应出现过剩苗头，价格高位还

没让养殖户高兴多久，就迎来了持续的下

行通道。10月份第1周，全国活猪平均价

格11.54元每公斤，环比下降5.1%，同比

下降66.2%，养猪户深度亏损。而生产仍

在惯性增长，按当前生猪出栏量的扩张趋

势，短期内扭亏难度较大。

猪肉少了压力大，猪肉多了又有新

烦恼。这主要由于猪肉供给价格弹性较

大，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多一点儿或少一

点儿市场反应都很敏感，价格涨落具有

放大效应。从消费角度看，猪肉消费占

比较高，供给多一点儿价格马上下跌，供

给少一点价格马上上升；从生产供给角

度看，生猪繁殖率高，加上政策推动等因

素，价格上涨后一定时期内生猪供给量

就能较快增长。

据了解，21世纪以来，我国生猪生

产共出现了5次异常波动，最近这一轮

最为特殊：诱发因素更加复杂、产能降幅

之深历史罕见、猪肉价格涨幅超过以往、

恢复生产面临的困难挑战异常严峻、生

产恢复之快超乎预期。

世界主要养猪国家普遍存在“猪周

期”，市场调节过程中，出现一些合理波

动是正常可以接受的。但如果生猪生产

大起大落、大赔大赚，就会给养猪业带来

损失，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对

于一直存在的“猪周期”，我国有关政府

部门和行业主体一直在努力，加强产业

调控和提升产业素质，尽量避免出现大

起大落、异常波动，给消费者和养殖者带

来不利影响。

从政策端来看，8月初，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发布《关于促进

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9月

底，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调控实施

方案（暂行）》（以下简称《方案》），将相关

调控政策措施进一步具体化可操作，填

补了生产端逆周期精准调控的政策空

白，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提供

了有力的政策工具。从生产环节入手，

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为生猪产能核

心调控指标，关口前移，锚定正常存栏水

平，预调早调微调，稳固基础生产能力。

根据能繁母猪月度存栏变化的不同情

形，划分绿色、黄色和红色3个调控区域，

并明确相应的调控措施。同时，国家也

多次启动收储，稳定市场预期。

从供给端来看，进口猪肉逐月环比

同比基本都在下降，生产仍在惯性增长，

去产能仍在过程中。8月全国能繁母猪

存栏量接近正常保有量的110%，已处于

《方案》划定的黄色调控区域上限。部分

养殖场户已在淘汰低产能繁母猪，结构

性调整母猪质量，但大部分养殖户仍在

观望，没有实际去产能，大基数基础上逐

步使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至合理水平仍

需要较长过程。同时，规模养殖企业占

比增多，抗风险能力更强，或将导致本轮

周期进一步延长。

从消费端来看，猪肉价格持续下降

使猪肉消费有一定恢复，但还远未恢复

到非洲猪瘟疫情前水平。一方面，由于

此前价格高位，在家庭消费、餐饮渠道消

费中猪肉消费占比下降，牛羊禽肉消费

占比上升，在肉制品加工业中作为原料

的禽肉对猪肉替代较大，即便猪肉价格

下降，这部分被替代的份额也不能全部

恢复，这将是中长期持续的变化。另一

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餐饮业和家庭

消费，居民消费力也有所下降。同时，外

出务工人数减少，对猪肉需求下降。

行业调整有阵痛，养猪户的日子确

实不好过，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和市场

“两只手”的作用，助推产业平稳度过此

轮“猪周期”。

从政府方面来说，可以借鉴已有经

验，健全完善重要农产品生产、价格形成机

制和科学合理的收储投放机制。各地要居

安思危、放眼长远，保持政策稳定不搞急转

弯，给处于低谷中的养殖户以土地、信贷等

政策扶持，根据本地区猪肉自给率调整稳

定能繁母猪存栏的合理数量。

从市场方面来说，进一步发挥期货、

保险等金融工具的防风险、保基本作用。

生猪期货今年推出后，成为部分企业规避

市场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未来还需通过

提高期货的市场流动性，扩大参与面，积

极发展衍生品等更好发挥风险防范作

用。同时，广大养殖户需要密切关注发

布的产业信息，把握出栏节奏，尽最大努

力节本增效，并适当科学加大淘汰低产

能繁母猪力度，压减生猪产能。

（崔丽）

十家猪企前三季度预亏147亿元
上市猪企陆续公布“成绩单”

10月14日，上市猪企
纷纷发布业绩预告，让许多
人再次感受到了行业的惨
淡：十家公布预告的上市猪
企，没有一家是盈利状态，
前三季度合计预亏更是达
到了147亿元。

据统计，截至10月15
日上午，已有牧原股份、正
邦科技、金新农、新希望、天
邦食品、大北农、龙大肉食、
罗牛山、天康生物、唐人神
等十家上市猪企披露了今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整理各大上市猪企的净利情况，可

以发现，假如按预亏的均值计算，正邦科

技亏损程度最严重，前三季度共预亏

60.2亿元，其次是新希望，为27.8亿元。

天邦股份同样亏损严重，达21.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还在盈利的

猪企，第三季度也“撑不住了”。例如牧

原股份，上半年还盈利95.26亿元，第三

季度就预亏5亿～10亿元。不过在前几

名上市猪企中，牧原股份的亏损较少。

除此之外，还有天康生物、金新农、大北

农、罗牛山、龙大肉食、唐人神6家企业

转盈为亏。不过，即使牧原股份第三季

度有了小幅亏损，但其前三季度依旧盈

利85亿～90亿元。

同比增减也同样值得关注。从前三

季度业绩预告中得知，罗牛山比上年同期

下降幅度最大，为575.41%～616.61%，

下 降 幅 度 最 小 的 是 龙 大 肉 食 ，为

91.93%～98.39%。牧原股份的下降幅

度也较小，为104.9%～109.8%。

正邦前三季度预亏60亿元

亏损程度与其成本控制密不可分。

如果假设三季度的利润波动都是由生猪

养殖引起的，则可通过其生猪销售收入

计算出每家上市猪企的养殖成本，即（报

告期生猪销售收入-利润）/生猪出栏量/

生猪出栏均重=养殖成本。

按上述公式计算，对比各大猪企的

养殖成本及第三季度卖猪均价，可以发

现，这些上市猪企亏损的最大原因还是

来自成本降不下去，然而猪价一直在探

底。据推测，牧原股份第三季度的养殖

成本在上市猪企中最低，为6.95～7.1

元/斤；大北农控制成本也较好，目前能

够做到7.5元/斤左右。

上半年猪价开始下跌，各大上市

猪企也进行了养殖策略的调整，以降

低成本。可以发现，牧原股份较上半

年养殖成本下降了近 0.5 元/斤。此

前，牧原股份曾表示四季度养殖成本

目标为7元/斤，如此来看算是提前完

成了目标任务。此外，新希望、大北农

都较上半年成本较低，但正邦、天邦、

天康、金新农却较上半年成本高了不

少，这可能与某些企业不同业务板块

盈利水平不同有关。

天邦股份也在最新的调研活动信息

中称，之前天邦的苗种成本高，主要是新

场未满负荷，母猪质量、疫情等因素也有

所影响；母猪场满负荷后断奶成本会下

降较快。饲料后续随着规模也将有下降

的空间。另外公司加大自养比例，农户

代养费也大幅下降，综合各方因素，天邦

对未来的成本信心很足。

草原放牧 生态富民

新风采
新农人

牧原成本降至7元/斤左右

上市猪企布局延伸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