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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致富的好门路

“2011年3月份开始养黄粉虫，1000
盒，现在挣了2万元了。下一步俺准备把
大房子让给黄粉虫，养2000盒。养黄粉
虫不要多大的本钱，烂菜叶、麦麸、果
皮，什么都吃。家里养着虫子，也不耽
误我在永发养殖合作社打工，一个月又
是1000多元。”1月28日，在聊城市东昌
府区沙镇沙南东村，张秋英高兴地说。

张秋英家的偏房里，排着一层层的
木架子，上面摆着一盒盒的黄粉虫。屋
里没有生炉子，很冷，但在麦麸中，密
密麻麻的黄粉虫在蠕动。记者捻起一个
放在手心里，爬的手心麻酥酥的。“这
玩意生命力可强了，很少生病，养起来
太省心了！俺能发家致富，多亏了王存
秀兄弟。”张秋英感激地说。

25岁的王存秀是永发养殖合作社社
长，家住沙镇蝗虫庙村。他在深圳打工
回来后，养过鸡、搞过废旧塑料回收加
工，都赔了。后来，他考察到黄粉虫养
殖投资低、市场前景广阔，便开始养黄
粉虫，当年回本后纯挣1万元。

由于市场需求量大，去年2月份，王
存秀发起成立了永发养殖合作社，带动
起136户农民养殖黄粉虫。合作社实行统
一供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回收销
售。合作社每月产鲜虫2万多斤。大的养
殖户一月能出2000多斤虫子，平均每个
养殖户年挣3万元。

“下一步，有企业要从黄粉虫中提
取生物柴油，这样黄粉虫的市场需求就
没法估量了。”王存秀说：“养鸡、养
猪，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需要做好防
疫工作，稍有不慎，一场病可能都死
了。养黄粉虫，不需要技术含量，零下
15度也冻不死。收益可观，是农民致富
的好门路。”他介绍，鲜虫每斤5元钱，
是饲养家禽、鸟、龟、牛蛙的最佳饲
料，销售到河南、河北、北京等地。干
虫每吨3 . 6万元左右，销售到天津等地提
取蛋白粉、食品添加剂等。

一年吃掉60万斤烂菜

春节前夕，王存秀又收了一车烂白

菜，每斤1毛钱。
“现在白菜扒干净，才一斤几分

钱。菜贱滞销时，有的农民直接把菜倒
在地里不要了，腐烂容易产生病虫害。
而烂菜是黄粉虫的好饲料，烂黄瓜、烂
土豆、烂西葫，黄粉虫都照吃不误。一
年来，我们合作社收了60万斤烂菜，价
格每斤从几分钱到几毛钱不等，为菜农
减少了一些损失。”王存秀说。

据介绍，按一个养殖户一月出1500
斤虫子算，这些虫子要消耗7500斤烂
菜。王存秀已联合有关部门，向菜农收
购10万斤烂白菜。

聊城大学农学院植保系副教授刘守
柱研究黄粉虫多年，他介绍：“养殖黄
粉虫的生态效益明显。黄粉虫是‘营养
物质流动的中转站’，能净化环境，吃
掉烂菜叶、厨房垃圾等有机废弃物，转
化成优质蛋白。虫粪可以做饲料或者肥
料，形成农业良性循环。菜烂在地里会
形成病源，会带来线虫、蚜虫等病虫
害。用烂菜喂黄粉虫，能减少田间积累
病虫的机会，明年农作物的发病率也可
以相应减少。”

“前一段时间我去泰安考察时，在
山东农业大学有机废弃物处置中心就看
到有十几个印有泰山环卫字样的垃圾
箱。”王存秀说。该校与泰安市环卫处
合作，用环卫处收集的厨房垃圾喂黄粉

虫。3000至4000盒黄粉虫大概一天就能
吃掉2至5吨厨房垃圾。

“目前生活垃圾大部分靠填埋处
理，其中有机垃圾就占了七八成。养殖
黄粉虫为垃圾的处理提供了新途径，如
果养虫吃垃圾的模式能推广，那么我相
信今后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就能基本解
决。”刘守柱说。

市场需求量大

“昆虫的产量在地球上仅次于植
物，是唯一一块还没有被开发的资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肉食者’改吃昆
虫，并正在考虑推广昆虫食品，以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量。”刘守柱认为，黄粉
虫市场需求量大，是养殖业的下一个蓝
海。

刘守柱介绍，随着环境、资源、人
口问题的越来越突出，蛋白质短缺成为
全球性的问题，而黄粉虫是优质蛋白来
源。一方面可以为人类提供优质蛋白，
另一方面可以用做畜牧业优质饲料。作
为食品来说，黄粉虫营养成分居各类动
植物之首，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
素。而且在养殖过程中不用任何药物，
非常安全。当前作为食品很多人还不接
受。刘守柱曾经在聊大校园里摆上油炸
黄粉虫供学生品尝，很多人不敢吃，但

吃了之后都大呼好吃。
动物性饲料蛋白是制约畜牧业发展

的关键因素，我国对动物性饲料蛋白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传统的动物性饲料蛋
白主要是肉骨粉、鱼粉。肉骨粉存在安
全隐患，“疯牛病”“口蹄疫”就与肉
骨粉的污染有关；国际上优质鱼粉的产
量正以每年9 . 6%的幅度下降。很多国家
已将昆虫作为解决蛋白质饲料来源的主
攻方向，黄粉虫的开发是突出的代表之
一。

从养殖优势来说，黄粉虫的食性
杂、适应性强，投入低，产出高。具有
“节地、节水、节粮、节能源、节空
间、节人力”的特点。当前，黄粉虫的
养殖在农村还不普遍，养殖前景广阔。
王存秀说：“以建立年产1200吨鲜虫产
量的集约化养殖基地为例，以每吨8000
元来计算，年产值可达960万元。致富一
方就不是空话了。”

刘守柱建议，当前黄粉虫的养殖还
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黄粉虫产业应走
向工厂化、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政府
应像扶持养猪业一样扶持养虫业。应拉
长产业链条，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在不
断扩大产量的情况下，在深加工上做文
章。如从虫壳里提取壳聚糖及其衍生
物、虫油，生产有机黄粉虫食品、保健
品，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吃的是烂菜叶和厨房垃圾，产的是蛋白和氨基酸———

黄粉虫：养在“深闺”人未识

山东高速承建
巴哈马国家体育场启用

□盛振利 吴荣欣 报道

2月25日，由山东高速齐鲁建

设集团公司承建的我国援外项目———

巴哈马国家体育场正式启用。该项目

2009年7月正式开工建设，体育场占

地总面积约35970平方米，主体包括

可容纳15000人座的看台和一块国际

标准比赛场地，可满足举办国际田径

和足球比赛的要求。该体育场是整个

加勒比海地区面积最大、设施最全的

现代化体育场。

进入2月，包括北京、上海、广
州在内的部分一、二线城市房地产
市场成交量出现了上涨。分析人士
就此指出，目前的上涨只是低量回
升，难言“回暖”。就全国而言，
调控政策仍然是从紧，房地产市场
调整的格局仍将持续。

“回暖”说是误读

据北京中原地产统计，截至2月
28日，2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签约4892
套，环比上涨 6 0 %，但同比下降
40%。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单月成
交量在最近三年中排倒数第二位，
仅高于受春节因素和计税价格上涨
影响的今年1月份，同比成交量仍处
于低谷，难言“回暖”。

北京一手房市场同样如此。北
京中原地产的数据还显示，截至2月
28日，2月份北京新建住宅签约5200
余套，但剔除保障房，新建商品住
宅签约仅2500余套，这一成交量同
样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据记者了解，上周(2月20日—26
日)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房地产市
场成交量也在上扬。不过整体来
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交
仍是跌多涨少。据北京中原地产统
计，上周一、二线城市中有半数以
上的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同比下
跌，天津、成都等成交量降幅在
50%以上。尽管上周和本周一些城
市房地产市场成交继续放大，但就
全月来看，2月的成交量同比仍在下
降。机构数据显示，广州2月下旬日
均成交量已超过1月，但2月整体成
交同比去年仍下跌。

2 1世纪不动产分析师粟日认
为，2月中下旬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
成交的回升，是在原来基数很低情
况下的增长，基础并不牢固。将成
交量水平很低的回升夸张为“回
暖”，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一种误
读，消费者要对后市保持冷静。

尽管市场并未反转，但其释放
出来的信号值得深究。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
晖分析，今年以来，在调控作用
下，随着房价继续回落，首套房贷
利率恢复至基准利率，消费者的购
房意愿出现回暖，新房和二手房交

易量的上涨势头不容忽视。
北京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

张大伟表示，自去年年初以来，全
国多个一、二线城市执行限购令已
满一年，一些外地购房者缴纳社保
或纳税已超过一年，符合购房资
格，为市场增加了新的需求。即便
是在外省市人口须提供5年社保或纳
税证明、限购政策严厉的北京房地
产市场，目前新增的已符合购房条
件的刚性需求也开始进入。

张大伟表示，当前部分项目低价
销售，刺激了成交量，这恰恰符合政
策预期，表明调控见到了效果。

“松绑”信号不实

日前有传言称，上海放宽限购，
将“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解释为具有
本市常住户口包括持有本市长期居
住证连续满三年以上的居民家庭，可
购二套房。对此，上海市政府办公厅2
月2 8日发文称，“本市户籍居民家
庭”，是指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居民
家庭，以及有本市单位职工集体户口
的居民家庭，明确否认了上述传言。

在此之前，佛山、芜湖等地也
接连传出“松绑”信号，但很快就
被叫停。胡景晖认为，从佛山到芜
湖再到上海，地方政府连番表态坚
持调控，表明全国房地产市场调控
政策的基调仍然是从紧，中央调控
房地产市场的决心和信心未变。

胡景晖说，目前各主要城市房
地产市场的库存量已接近历史新
高，接下来新增供应量和保障房供
应量的供应力度都将进一步加大，
购房需求的逐步释放很难颠覆目前
供大于求的格局。在刚需的平稳释
放下，成交量有望保持稳定态势，
房价仍将保持稳中有降的格局。

粟日指出，当前房地产市场调
控总体基调没有变化，房地产信贷
并未转向宽松，库存压力未见根本
好转，开发商的资金链仍将主要依
赖于销售回款的改善程度。无论是
政策面还是市场面，房地产市场都
不具备反转向上的基本条件，开发
商千万不要由于成交量短时间低水
平的增长就逆市涨价。在目前情况
下，只有降价求量才是生存之道。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成交上扬难言“回暖”

调控从紧政策基调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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