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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梅 武宗义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朱桂林

前一段时间连创新高的猪价，近日持续走
低，让养殖户叫苦不迭。养殖如何应对价格怪
圈，让我们听听农民的心里话。

政府应扶持养殖大户

“从生产的角度稳定市场，进行规模养殖，
实现规模效益，是应对肉价暴涨暴跌的有力措
施，建议政府加大对规模养殖场的扶持力度。”
11月8日，在畜牧大县——— 高唐，很多养殖大户
如是说。

“夏天毛猪价格到10 . 5元/斤时，我就说‘大
起必有大落’，你看，现在价格跌到8 . 5元左右
了。我们养殖大户，不希望猪价大起大落。要稳
定猪价，就要稳定基础母猪的存栏数，一头母猪
一年至少产20个猪苗。有了母猪数量，才有足够
的猪苗、生猪投放市场。政府与其在肉价高时平
抑价格，挫伤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不如设置养殖
门槛，对规模养殖从土地供应、防疫等方面给予
扶持，稳定养殖大户的生产能力，就能稳定住市
场肉价。”汇川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明义说。

崔明义从2003年开始养猪，现在汇川公司
存栏母猪500头，年产猪苗、出栏生猪4000余头。

“猪价为什么会波动？是因为猪的供应量时多时
少，这与散户养殖有很大的关系。散户养殖存在
投机行为，他们不养母猪，养的是育肥猪。价格
高时一哄而上养猪，市场上的猪多了，价格下
降，他们又一哄而散，不养了，这又会推高猪价，
形成恶性循环。散户养殖，在防疫、饲料等方面
也做不到标准化，难以保证猪肉质量。而规模养
殖场把养猪当产业，不管价格高低都养，有的养
殖场一年就能出栏生猪1万头，能做到标准化养
殖，这对稳定市场肉价，是多少家散户能比的？”
崔明义说。

规模养殖有啥困难

“养猪好比上贼船，上去容易下去难。去年
春节前，一天赔3000元，就是在烧钱。”在大顺良
种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兴奎看着正在欢快
吃食的肥猪，不喜反忧，他苦恼的是饲料价格上
涨得太离谱。

“前年下半年，玉米价格每斤6毛钱，现在到
了1 . 17元了。我这5000头猪，一天饲料就要2万多
元。幸亏我在1元的价位收储了100万斤玉米，不
然真撑不住了。”崔兴奎说。

回顾这几年的养猪经历，崔兴奎认为，规模
养猪风险大、投资高，“三年一个大周期，一年
挣，一年赔，一年平。这是母猪的生产周期决定

的。养母猪，一年半才能产崽，再养育肥猪，半年
又过去了。等我们的育肥猪出栏，猪价到了下跌
的时候了。”

崔兴奎的猪舍是钢结构，有锅炉暖气和空
调，200张产床，一张产床就5000元。“投入这样
大，真正挣钱的行情没赶上几次。毛猪涨价时是
2毛2毛的往上涨，下跌时是5毛5毛的往下跌。猪
价暴涨暴跌，也让我们无所适从。去年毛猪价格
最低点到了每斤5 . 5元，今年夏天到了每斤10
元，200斤的毛猪差价就1000多元。在今年猪价
最高点时，我只有500头育肥猪出栏。现在出栏
的100头猪，赶上降价了，至少少卖5万元。”

崔兴奎认为，养殖户无法及时、充分地掌握
市场供求信息，只能根据上一轮行情和经验来
调整，有些盲目。建议政府建立完善的农产品市
场信息发布平台，为农民提供准确的市场供求
信息。

崔兴奎的另一个烦恼是招工难。公司需要
20人，月工资2000元以上，管吃管住，长期打广
告，就是招不上人来。没有固定的员工，就没法
进行培训，对实行标准化养殖不利。

散户“大树底下好乘凉”

“我村里曾经家家户户养猪，一家养几头，
防疫跟不上，一来疫情，全死了。村里再也没人

养猪了。”高唐县畜牧水产局副局长冯国志的
话，道出了散户养殖的风险。

散户养殖如何规避风险，获取较大的效益？
与合作社、龙头企业合作是很好的途径。在高唐
县鱼丘湖镇迈官屯村李树奇的家里，记者看到，
20头梅山猪长得圆滚滚的。“这是我的‘聚宝
盆’。”李树奇说。

李树奇曾经在广东、湖南养猪，全赔了。去
年7月份，李树奇与德顺昌养猪专业合作社合
作，养了20头梅山猪，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回
收猪苗。母猪苗35斤以上的1000元/头，35斤以下
的800元/头，公猪苗16元/斤。“已卖了母猪苗40
头，公猪苗120头。猪价市场波动对我没有多大
影响。”李树奇说。

“养了3000只种鸭，一个周期一年半，单只
鸭子的纯利润达到167 . 9元！多亏了荣达农业公
司。”在高唐县杨屯乡东湾村，梁喜平盘点着收
入，高兴地说。

梁喜平为荣达农业公司饲养种鸭，投资17
万元建起了占地5亩的高标准养鸭大棚。每只
鸭子交50元后，荣达公司统一供苗、统一提供
饲料、技术指导、防疫，统一按保护价回收种
鸭蛋。鸭子不能生蛋后，荣达公司再回收肉
鸭。这种模式使养鸭户有效规避了市场风险，
目前有100余户农民采用这种方式养殖种鸭，
都收益颇丰。

多听农民的心里话
——— 如何应对农产品价格周期性怪圈之三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刘大伟 报道
本报威海讯 “我们村最近双喜临门：起

重装卸公司刚刚把220万元的年度分红发放到入
股村民手中，我们村投资入股2200万元与东海船
厂合资建设的船舶舾装公司开始试运行，我们
占有45%的股份。”10月31日，威海经济技术开
发区崮山镇皂埠村党委书记邹积良兴奋地向记
者传达喜讯。

从昔日四大造船企业的“小跟班”到今天成
为“VIP”级重要合作伙伴，皂埠村“船企淘金”
的生意越做越大。

皂埠村海边的皂埠湾，是威海倾力打造的三
大造船基地之一，2008年被确定为我省6大造船聚
集区之一，“十二五”期间要达到220万载重吨的造
船能力。三进船业、东海船厂等四家整船制造企

业相继在此“安营扎寨”。近万名船厂工人涌进皂
埠村，给1100多户农民带来了滚滚财源。全村80%
的农户做起了房东，一栋平房能间隔出四五个房
间租给工人住，一年挣个万把元没问题。

2007年，在商海闯荡多年的邹积良回村担
任党委书记。在他眼里，四大船企就是四座尚未
开发的“金山”，“靠山吃山”要有新吃法。2008年
3月，村里开办了“皂埠东港废品回收中心”和
“东港船舶配件有限公司”。 废品回收中心成
立后，不仅给20多个工人提供了饭碗，每年还为
村集体创收近200万元。

集体有了一定积累后，去年8月份，皂埠村
以村集体和村民联股的形式投资1400万元购买
了3台吊车，成立起重装卸公司，为造船企业提
供租赁服务。随着“家底”日益丰厚，村里相继成

立了“皂埠船舶修造”和“港鑫船舶修造”两家公
司，招收了100多号人马进驻三进船业，以外协
形式直接参与企业生产过程。

从租房开店到配套生产，再到外协加工，皂
埠村“船企淘金”战略实现了“三级跳”。随着合作
日益深入，皂埠村干部群众的眼界也日益开阔，
他们逐步认识到，只有资本入股共同经营，才会
有更大的发言权，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今年东海船厂决定要新上舾装公司并寻求
合作时，皂埠村马上抓住了这次机会，以土地和
资金入股的形式，掌握了公司45%的股份。“我们
村的发展好比是演戏，以前是‘跑龙套’，现在我
们可以说是‘最佳配角’，以后我们要成为众人瞩
目的‘主角’，建起皂埠湾的第五家整船制造企
业。”谈起村里的前景，邹积良豪情满怀。

昔日“小跟班”今日“VIP”
皂埠村“船企”生意越做越大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进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22日，莱芜市鸣翔节能环保材

料有限公司利用企业办公楼和厂房作抵押，从工商银
行莱芜钢城支行获得贷款330万元。由此，钢城区集体
土地房屋抵押贷款实现了“零”的突破。

以前，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企业厂房、农村宅基地
房屋、农村集中居住区房屋和农村临街商住房等集体
土地房屋，无法作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房屋所有权人
要想贷款，仍须找担保，融资难度非常大。为活跃地方
经济，钢城区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使集体土地
房屋可以作为资产进行抵押贷款，集体土地由“沉睡的
资本”变成了“活”的资产。

□记者 王吉祥 通讯员 张红运 报道
本报金乡讯 近日，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为

金乡县申报的全国有机农业(大蒜)示范基地授牌。金乡
县作为全国首批唯一一个有机农业(大蒜)示范基地，有
机大蒜以其优秀的品质和良好的信誉获得国家有机食
品权威部门的认可，成为全国有机大蒜的标杆，这将大
大提高金乡县有机大蒜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美誉度。

金乡县成为全国唯一
有机农业(大蒜)示范基地

□赵旭丽 周兴明 报道
本报莱州讯 “现在的政策太好了，买农机还有补

贴。这不，去年我投资40多万元，对8台农机进行更新换
代。今年又投资20多万元，新购买了两辆大型拖拉机，
配备了耕播机具，周边10多个村的200多亩春播地都是
我耕的。”近日，45岁的莱州市程郭镇东蚕庄村农民刘
玉斌自豪地说。由于现在农村外出打工的多，农忙时节
成了这些外出打工农民最头疼的问题。刘玉斌瞅准了
这一致富机遇，借国家对大中型农业机械进行补助的
时机，投资60多万元购置了大中型旋耕机、播种机、大
型收割机等，推出了“农机家政”服务，专门为周围村的
农民“代耕、代种、代管、代收”。目前，在莱州像刘玉斌
这样从事农机家政服务的人越来越多，深受农民欢迎。

钢城发放首笔
集体土地房屋抵押贷款

莱州农民推出
农机家政服务

□记者 王金满 通讯员 宿贞吉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3日，由潍坊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

王家庄街道生产的“仙峡湖”牌有机蔬菜运抵北京，首次
进入高端市场。首批进京的有机蔬菜有白菜、芹菜、韭菜
等6个品种，共2 .6吨。近年来，王家庄街道大力发展生态农
业系列产品。已发展有机蔬菜面积1400亩、绿色蔬菜面积6
万亩。其中，8种农产品获得北京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
中心有机产品认证，6种获得有机转换产品认证，6种获得
绿色食品认证。

仙峡湖蔬菜进高端市场

11月9日，枣庄市台儿庄区首届农民来料加
工技能大赛开赛，来自该区6处镇街的326位农
民来料加工能手参加了中国结编织、丝带绣、串
珠等6个项目的比赛，吸引了众多市民观看。

台儿庄农民

竞技来料加工

□张环泽 高启民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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