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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大镇探访记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至5月份第4周，
全国猪肉价格已连续下降18周。我省最大的
肉制品加工基地金锣集团所在地临沂市兰山
区半程镇，生猪产业从业者，经历着熟悉又
陌生的起伏。

5月26日凌晨3点，记者从半程镇出发，
搭乘临沂新程金锣牧业有限公司业务员徐同
勋的车，赶往莒南县洙边镇洙边村回收猪。
夜还在沉睡，通往乡间的小路被车灯暖橘色
的光照亮。

“这条路我太熟悉了，昨天晚上9点多
才从莒南往回跑。”徐同勋为莒南的十多家
合同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负责从放苗到回
收期间的管理。同样不足4小时睡眠，他看
上去精神比记者好得多。“养殖户需要帮
忙，再早也得赶过去，有时候得通宵装车。
养殖户与公司签好合同后，接苗、报送饲
料、报送兽药、收购屠宰都要通过我们，每
天都要到户。”

4点24分，到达洙边村村东的养猪场，
天际透出微光。乡野空旷，颇有凉意。

“倒，倒，倒……”身穿羽绒服的养猪
场老板张丙华，摆手指挥着运猪专用车与装
猪台对接，连续三把没到位，他有点儿着
急。“今天出栏360头，这是第三车了。得
抓紧装车，赶在7点半之前把猪送到半程屠
宰场，再晚了天热起来，猪在车上容易出状
况。”一夜未睡，他声音有些沙哑。

10分钟过后，养猪场热闹起来。穿着蓝
色隔离衣的赶猪人贺秀东站在狭长的赶猪台
里，一边用小木棍敲打着圆形铁片一边吆
喝，把一头头小肥猪赶上车。

张丙华是个“80后”，从2006年开始养
猪。起初他是散养户，养了100多头猪。
2014年养猪场扩建，开始规模化养殖。2020
年投资45万元，增建一个1200平方米养猪
棚，总养殖规模达到2000头。“这是我跟金
锣合作养殖的第二批猪，跟公司签订合同，
一头猪交200元押金，猪苗、饲料都由公司
统一提供，养到200斤左右的时候公司来车
回收。”

张丙华算了一笔账：如果自己投资养
猪，一头仔猪至少要1000元，养到出栏得吃
1000多元的饲料，也就是说一头猪的成本至
少得2000元，2000头猪就是400万元。“今

年猪价下跌，外三元猪1月份还能卖到17元
一斤，现在跌得一斤不到10元了。自己投资
的话风险太大了。养合同猪，专心把猪养好
就行，市场风险公司来承担。”

去年10月，张丙华第一批合同猪出栏
时，赶上了价格走低，回收时一斤卖到15元
左右。结算后，每头猪平均收益322元，扣
掉每头80元的承包成本，净利润超过48万
元。现在回收价比当时的价格跌了三分之一
还多，这批猪还能保本吗？张丙华心里也犯
嘀咕。

“为了合作长期性和稳定性，我们必须
要保证合同养殖户的利润。”徐同勋说，水
涨船高，养殖户跟公司是分红的，公司挣得
多，养殖户就挣得多点儿，公司挣得少，养
殖户就挣得少点儿。

从散养户到规模养殖户，再到合同养殖
户，张丙华如今可以坦然面对“猪周期”。
不过，成为张丙华一样的合同养殖户，并不
那么容易。“公司挑选合作养殖户的条件很
严格，对养殖规模、基础设施有硬性要求，
像地暖、污水处理设备等都必须配备。”徐
同勋说。

5点51分，灰白色的云层渐渐散淡，透
出一缕缕浅蓝色的天空。120头小肥猪入
笼。办好交接手续，运猪车缓缓启动。

“去年猪肉价格高得离谱，现在这个价
格才正常。这是政府保供稳价措施起作用
了，就得让老百姓吃得起肉啊！”张丙华
说。作为养殖户，张丙华觉得猪肉价格高、
能多赚钱是好事。不过，养了这么多年猪，
他最希望猪价别大起大落。“很矛盾，哈哈
哈。”

“今天买的后腿肉13块5一斤，去年这
时候得二十二三。”5月26日早上8点半，在
半程镇小郝埠村的饭香傻小二餐厅门口，记
者遇上了买菜归来的老板张世安。“对咱来
说肯定是好事啊！现在好多炒肉的菜已经调
价了，像辣椒炒肉去年卖25元一份，现在顶
多20元。”

饭香傻小二餐厅所在的小郝埠村，是
“金锣老厂”驻地，也曾是养猪大村。村里
不仅养殖户多，还有不少人从事生猪经纪
人、抓猪人等营生。

“我们村之前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多
的一家养五六千头。现在空栏的多，全村可
能都凑不齐600头猪，我家就剩下一头老母
猪了。”62岁的闫学芹当生猪经纪人已经17
个年头，作为养殖户和买猪人之间的中介，
他其实是个“交易员”。

“前两年行情好，生猪一斤能卖到20
元。”闫学芹说，现在仔猪贵，一袋饲料一

年涨了30元，猪价却持续下跌。“一般散养
户的养殖存活率在70%左右，这个行情进仔
猪，搞不好就赔钱，很多养殖户清栏后消好
了毒等行情。”

养猪挣钱不易，“猪周期”令散养户头
疼。闫学芹说，有养殖户前几年说“生猪就
是到10元一斤俺也不养了，赔毁了”；去年
生猪到20元一斤了，他说“20元一斤俺也不
眼红，真让它伤透了”。

散养户继续观望，闫学芹帮散户卖猪的
中介生意也受到了影响。去年，他一天能收
二三十头猪，多的时候能收到一百来头。今
年正月至今，一共收了一百来头猪，总共挣
了不到3000元。

又是一天无猪可收。记者跟闫学芹边逛
边探讨“养猪经”，迎面碰上了赶集回来的
村民彭振兰。

走到彭振兰的养猪场，七八十只土鸡争
先恐后出来“迎接”。西南角的猪棚里，分
栏圈养着25头肥猪和一头老母猪。每个猪栏
有20多平方米，其中一个猪栏养了10头肥
猪，其他猪栏更空荡。

“以前这些猪栏都是满满的，总共能养
一百来头猪。”64岁的彭振兰养猪已有小20
年，说到这些年在“猪周期”中的起起伏
伏，她感慨不已，“第一年挣点儿钱，第二
年又赔上了，第三年又有可能赚了，没有账
算。今年这个行情，养一天猪赔一天钱。”

“散养户抗风险能力差，这次价格波
动，不少散养户得退出。大家伙儿都清楚，
规模化标准化养猪是大趋势。一些多年的散
养户，有经验，也想把场地、环保、防疫等
搞得更好，但这是笔不小的钱。如果能有一
些补贴或者低息贷款，就好了。”闫学芹
说。

5月26日中午，刚到金锣牧业半程养殖
场，负责人朱崇现就从门缝里挤了出来。

初夏的骄阳已热情似火。被长衫长裤捂
着，他满头是汗。“老母猪生小猪后，在我
们场养上30天，然后放给合同养殖户饲养。
现在，每个月都有三四千头仔猪出厂。”

金锣集团从自繁自育入手，探索“公司
+基地+农户”的生猪生产经营模式，仔猪
繁育是关键一环。

记者想看看吃奶的小仔猪，被朱崇现婉
言拒绝。“不能进啊，养殖场封闭式管理，
员工出去一趟回来都要严格消毒、隔离才能
进场。”

采访中，这样的被拒绝，有多次。特别
是在合同养殖户那里。

在半程镇小柳汪村，合同养殖户王哲华
指着新增设的消毒间说：“先喷雾消毒，再
洗澡，再隔离。我雇了两个工人，没有特殊
情况他们一般要等这批猪出栏才出来，要吃
什么我就给送过来，也得消毒隔离之后才能
拿进去。这10亩地有8路摄像头，公司时时
监控。严格管控很有效果，每批猪的存活率
都能达到95%左右。”

在半程镇东石沟村，记者同样没能进入
王连峰养猪场的外围，只能隔着防护网与他
交谈。“这个养猪场有3000平方米，本来可
以养1800头猪，现在为了防疫，需要降低养
殖密度，今年3月养的这批猪公司给供应了
1600头。公司控制得很严格。不过，猪价再
跌下去或许就不够工钱了。我本来雇了两个
工人，4月减了一个，我把老伴儿拉过来一
起干，就为了降低成本。”

合同养猪尽管风险小，但到了一定规
模，每一笔小钱都会被放大。“一头猪押金
200元，1600头就是30多万元。结算价格一
头少10元可能看不在眼，1600头猪1 . 6万元
就没了。”王连峰眉头微皱。

“在目前的价格情况下，公司利润空间变
小，生产、养殖压力大。但为了保持产业链的
稳定，齐齐哈尔和云南红河的牧业公司会在
今年陆续投产，生猪产量会进一步提升。”临
沂新程金锣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下午4点半，亚洲最大单体屠宰车间参
观廊道上，冷气开得很足，几百名“全副武
装”的工人还在屠宰、加工等多条自动化生
产线前紧张忙碌。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
有限公司质检科科长田树臣认为，猪肉价格
下跌与总体产能恢复密切关联，也与部分养
殖户抛售有一定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生
猪屠宰量大幅增加。

目前，半程屠宰车间日屠宰量七八千
头，其中，公司自有养殖场和五统一合作养
殖占40％，规模化养殖场占35％，小规模养
殖户占25％。“之后，公司还会进一步提升
规模化养殖场和合作社专业养殖猪源比
例。”田树臣说。

“猪肉价格暴涨或暴跌都不是好事。当
前养殖端特别是散养户，往往是被动承担猪
肉价格带来的市场风险。前几年，金锣价格
指数创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猪、猪肉市
场价格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临沂新程金锣
肉制品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这个全省最大的肉制品加工基地所
在地蹲点两日，记者采访从生产、屠宰到
肉制品加工的产业链多个环节，听到多位
生猪产业专业人士的建议：通过建链补链
强链，形成规模化、一体化、规范化经营
优势。这既可避免存栏出栏数量的大起大
落，也有利于提高养殖、加工水平，从而
抵御由市场价格波动导致的风险，促进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

物业难题谁来管？我省明确———

居委会下设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
□记者 方垒 通讯员 谭子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发布《关于在社区居民委员会下设环境和物
业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明确提出将在全省
范围内推动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环境和物业
管理委员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履
行职责。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小区的增
多，群众对物业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基层
物业管理工作力量不足的现象日益突出。
“以往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协助街道开展社
区管理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工作，但具体谁负
责、负责哪些具体工作不够明确。”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物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环境和
物业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将进一步加强基层
物业管理工作力量，有效改进社区环境和物
业服务管理，加速补齐基层社区治理短板，
推动物业管理有效融入社区治理。

《通知》明确，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为
社区居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人数在5人以上
且为单数，委员由社区“两委”成员、网格员、
楼长、业主代表，以及具有相关专业背景或者
工作经验并自愿参与社区工作的居民担任，
其人选由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提出，经居
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主任可由居民委员会
成员兼任，成员中党员比例不低于60%。

从具体职责来看，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

会主要负责配合政府和专业部门宣传环境保
护和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引导居民遵
守社区文明公约、小区管理规约、业主大会
议事规则、生活垃圾分类等制度规定，引导
业主依法有序参与社区环境和物业管理相关
工作；协调处理环境和物业管理中的有关事
项，督促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人员履行职
责；收集、反映、处理环境和物业管理有关
问题，定期向社区居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开展

情况；负责落实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印章
使用监管制度，对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予
以事前把关；负责指导社区网格员加强对物
业服务人履职情况的日常巡查，劝阻、制止
小区内违反环境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的行
为，并按程序向有关部门报告；监督物业服
务合同履行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缴使用情
况，公共收益公示和收支情况以及业主大
会、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的筹集、使用和管
理情况。

此外，对不具备成立业主委员会条件，
或业主委员会不能正常履行职责的，环境和
物业管理委员会可以根据社区居民委员会的
安排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组织业主共同决
定物业管理事项。

目前，我省近一半城市社区已开始探索
推进设立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年底前将
实现全覆盖。

1930年11月5日，广
饶韩桥庙会上人山人海。
在收售木货的“木行”
里，县税局正加紧收税，
农民的抱怨声此起彼伏。
见时机成熟，中共广饶县
委书记刘良才跳上桌子，
大声地对农民说：“贪官
污吏、土豪劣绅逼得咱卖
木料卖家具，又逼着缴这
么重的税。咱穷人不砸烂
这 ‘ 木 行 ’ 还 有 活 路
吗?”

一番简短有力的讲
演，点燃了群众压抑已久
的怒火，他们冲向征税

台，砸碎征税用具，事先组织的几千名群众手举五色纸旗，
会合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振臂高呼“取消苛捐杂税”“打倒
贪官污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925年，军阀张宗昌督鲁，他横征暴敛，增加了十余种
附加税，并预征到4年后的1929年。此时的广饶县已连续几
年遭受蝗灾，年年秋粮绝产，再加上繁重的赋税，大量农民
破产。

1925年早春的一个夜晚，共产党员刘子久悄悄闪进了堂
兄刘良才家的院门。在摇曳的煤油灯下，刘子久畅谈着马克
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刘良才领悟到，只有
革命才是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是劳苦大众光明前途的希望所在。经刘子久介绍，刘良才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刘集党支部建立，刘良才被选为支
部书记。

从1925年到1927年，连续三个冬天，刘良才在自己家里
办起了农民夜校，拿着1920年发行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
中文全译本，向农民宣讲革命思想。

参加学习的农民越来越多，党组织的凝聚力也越来越
强。1928年底，中共广饶县委成立。1929年1月，刘良才任
县委书记。到1930年，广饶县已成立8个党支部。苦难深重
的农村，有了共产党的组织，犹如干柴中引来了火种。刘良
才领导群众在刘集村成立了长工会、短工会、互济会等群众
组织，并开展觅汉增资、掐谷穗等斗争。

1931年2月，刘良才调任中共潍县中心县委书记，继续
带领当地工人、农民与反动当局斗争。

如火如荼的工农斗争，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他
们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1933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刘
良才在坊子集上被捕。在敌人的严
刑拷打和利诱面前，他坚贞不屈，
大义凛然。在刑场上，他痛斥国民
党反动政府的残暴统治，高呼“中
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
义，时年43岁。

刘良才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在鲁
北平原，用生命践行了一个共产党
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
言。

（□王凤霄 赵琳 崔瑞洋）

刘良才：

把革命火种

播撒在鲁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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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山东大旱，
蝗灾严重。反动政府和土
豪劣绅残酷地压榨穷苦百
姓，广大农民在饥饿的生
死线上挣扎，农民与地主
的积怨越来越深。中共潍
县县委抓住时机，组织党
员到各村发动群众，开展
抗租抢坡斗争。中共潍县
县委书记庄龙甲带领赤卫
队员掩护群众，先后在十
几个村子展开斗争，获得
了胜利。

庄龙甲在山东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结识
了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

1923年夏，经王尽美介绍，庄龙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省立一师毕业后，庄龙甲回到潍县，以代课老师的身

份作掩护，在学校组织了“马列主义读书会”，引导青年学
生走革命道路；在农村，他建立了山东省第一个农民协会；
在厂矿，他深入工人中间，宣传革命思想。

经过努力，至1926年春，潍县党员发展到近120人，团
员200多人，成立党团支部30多个。1926年6月，经中共山东
地委批准，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庄龙甲任书记。
此后，潍县的革命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红色之火熊熊燃烧起
来。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潍县的国民党
反动派加紧捕杀共产党人，中共潍县地执委遭受严重打击。
1928年1月初，潍县赤卫队成立。此后半年多时间里，庄龙
甲带领赤卫队先后开展了抗捐抗税、抗租抢坡、截军粮、铲
除恶霸等一系列斗争，赤卫队发展到300多人。

因为长期劳累过度，本就患有肺病的庄龙甲病情突然恶
化，不得不转移到一处秘密联络点治疗。1928年10月初的一
天，庄龙甲在他养病的秘密联络点召开县委工作会议。同志
们都为他的健康担心，他却笑着
说：“我的病已经不好治了，正因
为如此，才需要抓紧时间更多地做
些工作。”就在这次会后不久，由于
叛徒告密，庄龙甲于10月10日被捕。

面对酷刑，庄龙甲毫无惧色，
响亮地向敌人宣告：“共产党人从
不怕死！怕死就不是共产党！”两
天后，庄龙甲高喊着“共产党万
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年仅25岁。

（□王凤宵 赵琳）

庄龙甲：

共产党人从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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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人数在5人以上且为单数，委员由社区“两委”成员、网格

员、楼长、业主代表，以及具有相关专业背景或者工作经验并自愿参与社区工作的居民

担任

●目前我省近一半城市社区已开始探索推进设立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年底前将实

现全覆盖

芒种时节

农事忙
□房德华 报道
6月5日，在临沂市郯城县

马头镇大丰收家庭农场，工人
正为水稻秧苗打药。当日是二
十四节气的芒种，郯城县农民
忙着管护水稻秧苗，田间地头
一派繁忙景象。

“专心把猪养好就行了”

清栏，观望，等行情

利润空间变小，

但必须保持产业链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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