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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5日，惠民县石庙镇西庞
村村委办公室里人头攒动，杭白菊
种植回收合同签字仪式正在进行。
“2014年我种了2 . 6亩杭白菊，套
中了土豆，纯收入9000多元，今年
我要扩大种植面积。”村民庞昌堂
一边签合同一边说。笔者了解到，
省国土资源厅驻村“第一书记”工
作组，去年引进发展订单杭白菊
100多亩，为西庞等五个村庄留守
妇女找到了致富路，杭白菊既能观
光又有经济收入，每亩纯收入3000

元左右。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

满园。“第一书记”还根据各个村
的实际情况发展一村一品，给西庞
村建设了高标准温室葡萄大棚30

亩。承包人陶达臣介绍，2014年已
经产了少量葡萄，今年将达到丰产
期，每亩可收获早熟葡萄 4 0 0 0 -
6 0 0 0斤，亩均收益将达到 2 - 3万
元。

小徐村地势低洼，“第一书

记”积极协调资金购置土工膜并协
助成立了旱地藕种植专业合作社。
第一书记和村民团结合作共同完成
了挖藕池、铺设防渗膜、土方回填

平整、种植等工作，并创新思路利
用藕池里预留空间养殖泥鳅，每池
可以增加额外收益2000元左右。目
前，旱地藕已经成熟，亩产高品质

莲藕4000斤，每亩收入6000元左
右。

小王家村有着养殖传统，第一
书记因势利导引进肉鸡养殖公司，
建设占地48亩的高标准肉鸡养殖基
地，去年3月投入使用，截至目前
已出栏成品肉食鸡 5批共计 7 0万
只。

颜家村人少地多，牧草遍地，
“第一书记”引进了獭兔、山羊养
殖项目，目前，存栏兔子已有1万
多只，山羊3000多只。

新马村与回民居住区毗邻，有
着养牛的习惯，“第一书记”协助
该村建成一座占地20多亩可养殖
1000头肉牛的现代化养牛基地。

国土资源厅“第一书记”深入
基层，帮扶“造血”，发展一村一
品，在两年的时间内，使五个帮包
村种植、养殖业迅速发展，村集体
和村民收入大幅提高。目前五个村
瓜果飘香，六畜兴旺，百姓欢欣。

（董泽元）

“第一书记”因地制宜搞帮扶

石庙镇“一村一品”见成效

▲颜家村的獭兔养殖基地

时至2014年12月中旬，山东省
多数地区籽棉收购进入尾声。据菏
泽、滨州、东营等地棉纺企业反
馈，2014年山东籽棉上市量大幅减
少，减幅在4 0%- 5 0%，企业面临
“无米下锅”。同时，多数棉花加
工企业陷入亏损境地，企业前期收
购加工越多亏损就越多。

进入12月，山东70%以上棉农
完成了交售，但多数棉农反映今年

籽棉收入凄惨。一位包地棉农介
绍，他种了110亩棉花，平均籽棉单
产为202 . 5公斤/亩，较2013年减产
13 . 5公斤/亩，而且白棉比例减少
20%，僵瓣棉、霜黄花增加15%左
右。他们的棉花截至目前已销售一
空，平均售价为5 . 86元/公斤。种棉
毛收益为1186元/亩，2014年农资、
包地费用跟上年差不多，全部费用
加起来大约1200元/亩，因而，2014

年种棉每亩亏损了14元。包地棉农
大多数陷入微亏或薄利状态，这与
种玉米及其他粮食作物的1000多元/

亩的纯收益形成鲜明对比，而一些
责任田棉农纯收益也仅在500-600元
/亩，根本无法与其他作物相比。

谈起2014年棉农收益大减的原
因，多数棉农认为，一是因为棉花
产量一直上不去，2014年更因天气
原因而下降 ;二是因为价格大幅下

跌。2014年与上年同期相比，籽棉
收购价格相差高达3-3 . 2元/公斤，
棉农的那点种棉利润基本被挤压一
空。

夏津是全国有名的种棉基地，
有“银夏津”之称，往年夏津县棉
花种植面积在55万-60万亩，2013年
面积是40万亩，而2014年却不足25

万亩。近年呈逐年下滑态势，尤其
2014年下滑幅度较大。在调研过程

中笔者了解到，预计2015年有更多
棉农打算放弃种棉，一些适棉或只
能种棉土地也开始被棉农放弃种
棉。“今年夏津的棉田可能会减至
10万亩以下。”一位当地业内人士
说，银夏津之名也许会成为历史。

其他重点棉区，如聊城、滨
州、菏泽等地也出现了棉退粮进的
局面，并且由于棉田的锐减，下游
的棉花加工、纺织行业受到严重威
胁。据估算，2014年度，山东棉花
仅能养活40-50家400型轧花厂，也
就是说约有60%-70%的企业将被淘
汰出局。很多棉纺行业的人士对此
表示忧虑，如果国产棉大幅减少，
中国棉花产业安全堪忧。

据（中国纺织报）

棉农收入大幅减少 棉花产业发展堪忧

自2013年以来，猪价犹如雾里
看花，让养殖户摸不着头脑。在许
多养猪企业抱怨猪价持续走低、企
业生存困难的时候，猪价高低对养
猪企业影响究竟有多大？专家称：
猪价高低不是决定养猪赚不赚钱的
根本因素，实行科学严谨的内部管
理才能保证企业持续经营。

细节决定成败

从细节能看出一个养猪企业的
管理水平。就拿猪场消毒来说，这
是每个养殖企业都要经常做的事
情，但有些企业在不经意间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水塔使用时间过长，
没有消毒处理，水被细菌感染；圈
舍喷雾消毒后，消毒液没有浸透地
面和设施，没有达到消毒效果；养
殖场门口消毒池中的火碱因使用时
间过长而失效，却仍在使用；职工
休假后返场时，消毒措施不严，导
致病原进入猪舍。细节还体现在饲
料、母猪产房的管理……

一个猪场的盈亏是多个因素相
互作用的结果，一头母猪一年赢利
4000元与亏损1000元就在于许许多
多细节的不同。一头母猪配种时返

情一次，可使损失增加200元；本
应产10头活仔的母猪仅产9仔，一
年少产2仔，损失就是200元；仔猪
哺乳期间成活率由95%降到90%，
一年少断奶一头猪，损失200元；
管理不善，猪群发病，药费每头猪
增加10元，就相当于母猪损失150

元；饲料选用不当，使全群料肉比
提高0 . 2，每头出栏猪用料就会增
加20公斤，按增加20元成本计算，
折算为每头母猪的损失就是 4 5 0

元……这样算下来就是一个相当大
的数目了。

专家提醒从事养猪业的人，任
何一个猪场，无论生产规模大小、
水平高低，不可能一个问题也没
有，只存在问题多少、大小的情
况。提高养猪水平的过程就是不断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
是找“洞”补“洞”的过程。猪舍
地面或屋顶如果出现了洞，养猪者
都会轻易发现并及时修补，一般也
会明确地先补大洞后补小洞。但今
天大部分猪场影响生产的主要不是
那些地面和屋顶上的洞，而是那些
潜在的“洞”。猪场问题少了，利
润自然就多了。

猪价高低并不完全决定猪

场盈亏

养猪业者不要把注意力总是盯
在猪价上，猪价不是猪场能否赢利
的决定因素。如果具体到一个存栏
500头母猪、月均出栏800头商品猪的
猪场，冬季的一个流行性腹泻，造成
的直接损失就是40万元；而猪价如果
每公斤降一元，100公斤的猪降100

元，800头商品猪因降价月均损失8万
元，也仅相当于流行性腹泻造成损
失的五分之一。他更进一步举例说，
一般养殖企业总以为把饲料成本控
制了，养殖总成本也就控制了，殊不
知种猪管理完善与否才是决定一个
猪场盈亏的关键。因为一头母猪年
消耗的饲料是固定的，提供的出栏
猪越多，分摊的母猪料越少，如果母
猪年用料为1100公斤，年出栏育肥猪
20头，每头分摊55公斤，如出栏18头，
则每头分摊61公斤，每减少一头，就
会多用饲料3公斤，增加的成本约为6

元，一个万头猪场的成本就会增加6

万元，而这还仅为饲料的成本，如果
再计算因管理不善造成的弱仔、病
仔、僵猪等，以及由此增加的人工成

本、治疗费用、饲料利用率降低等，
成本还会大大上升。因此，如果一头
母猪年提供出栏猪18头以上，没有不
赚钱的，而一个一头母猪只提供12头
以下出栏猪的猪场是不可能赚钱的。

现在我国养猪业的整体水平与
世界先进水平比较有相当大的差
距。以猪的饲料报酬来说，我国仍高
达3 . 9-4 . 2，而世界发达国家远远低
于这个水平，如英国猪的料重比为
2 . 85,丹麦为3 . 2，荷兰为3 . 01，日本为
3 . 26，美国为3 . 37；每头母猪年提供
断奶仔猪我国仅17头，美国为20头，
巴西为25 . 96头，日本为24 . 92头；仔猪
存活率我国为84%，美国为95%；生
猪出栏率我国为125%，世界平均水
平为160%。这些都说明我国养猪业
的发展空间很大。

针对一些猪场抱怨猪价太低企
业亏损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我
国是个生猪消费大国，2013年全年
的猪肉消费达到5261 . 5万吨，未来
我国猪肉占肉类消费的比例未来继
续出现系统性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有望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在我国
整个肉类消费消费量尚有一定上升
空间的情况下，猪肉消费占比继续

下滑的空间不大，那么我们可以判
断猪肉消费量的增长尚有空间。

猪肉人均消费的国际对比

表明：提升空间还有

从人均猪肉消费的绝对量的国
际对比来看，我国当前的水平虽位于
前列，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并非没
有空间。我国2012年人均猪肉消费量
为38 . 7公斤，相当于2009年奥地利和
香港的59%，德国的71%。由于发达国
家人均猪肉消费量近年来已经从高
位有所下滑，而同这些猪肉高消费国
家的历史数据相比，我国猪肉消费显
示出更大的提升空间。当然，由于
消费习惯以及体质差异较大，我国
人均猪肉消费量未必能达到发达国
家的水平，但起码可以看出我国人
均猪肉消费量还有提升的空间。

所以如此大的市场为企业提供
了巨大的生存空间。退一万步说，
即使因猪价大跌大部分猪场亏损的
时候，也还有部分猪场是赢利的，
而赢利的就是平时管理严格的企
业。养猪企业的老板不应总把眼睛
盯在猪价上，而应多在内部管理上
下功夫。 (中国养猪网)

养猪赚不赚钱不能只看猪价
科学严谨的内部管理是养猪企业持续经营的保证

1月6日全国外三元均价13 . 26

元/公斤，较前一日上涨0 . 03元/公
斤，全国白条猪肉均价18 . 85元/公
斤，较前一日下跌0 . 06元/公斤，1

月6日北京白条猪肉均价较前一日
小幅下跌。

区域方面：1月6日除东北和华
南地区外三元均价较前一日下跌
外，其他地区仍小幅上涨。

主产省份方面：上涨省份（元
/公斤）：广东（+0 . 11）、河北
（+0 . 04）、河南（+0 . 08）、湖北
（+0 . 15）、湖南（+0 . 04）、辽宁
（+0 . 23）、山东（+0 . 17）、江西
（+0 . 51）；下跌省份：广西（-
0 . 3）、黑龙江（-0 . 0 2）、吉林
（-0 . 14）、四川（-0 . 01）、江苏
（-0 . 07）。

芝华数据监测1月6日全国大部
分主产省份外三元均价出现上涨，
全国和北京地区白条猪肉价格小幅
下跌。经过2014年11-12月份和元
旦期间育肥猪的大量出栏，目前市
场适重肥猪逐渐减少，元旦之后广
东、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一些屠
宰场均有提价，一月份南北猪价可
能会陆续转好。 (芝华数据)

多地屠宰场均有提价

本月猪价或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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