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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郯城讯 （通讯员
杜娟娟 刘国伟）从马陵山脚下红
花镇的基本农田到李庄镇现代农业
产业园，从田间劳作到直播卖花，
从送证上门到土地托管，在春耕备
播的黄金时节，郯城县统筹做好春
耕生产，“鲁南粮仓”农业复工复
产步点坚实。

位于李庄镇的郯城现代农业产
业园是该县特色农业龙头企业。受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这里哈密瓜
秧苗的种植延期了。为了不误农
时，郯城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做好防
疫的基础上，采取加强物资调配、

错时下地生产等措施，稳妥有序推
进复工。现在，李庄镇沙墩村的李
美中已经回到了园区工作，他告诉
笔者：“有企业和村庄双层把关，
我们在这上班很安全。”

“直播互动效果好，感谢郯城
农广校，今年土豆肯定长不小。”
这是网友“海阔天空”在郯城县农
广校网络直播课上的留言。

2月25日，正值马铃薯种植时
期，郯城县农广校聘请临沂市高级
农艺师在腾讯会议APP上讲授有关
马铃薯绿色栽培方面的网络直播
课，与农民在线互动，解疑答惑。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郯城县创新
农民培训模式，开展网上直播培
训，指导农业生产，实现疫情防控
和春季生产两不误。

在郯城，从线下搬到线上的不
仅有农技培训，还有农产品销售。

“瞧一瞧，看一看，今天卖花
视频直播开始了。走过路过，千万
不要错过，这些是今天的新货，喜
欢的可以入手了。”每天上午 9

点，郯城县汉唐花卉基地花卉种植
小伙李帅都会准时开始直播。

2019年，李帅在汉唐花卉基地
承包了10亩土地，种植大棚花卉。

春节前后本是花卉销售的黄金期，
但疫情突发，花卉销售遇到寒冬。
被逼无奈的李帅，想到了直播卖
花。现在，他家花卉线上销售额占
全部销售额的七八成。在李帅的带
动下，汉唐花卉基地组建了由十多
个大学生组成的视频直播团队，每
天能销售2000多单。

春节前，马头镇农机手刘从华
买了辆农机，准备春耕时大干一
场，疫情打乱了他的计划。春耕迫
在眉睫，新买的农机又不能开上路
去挂牌，刘从华无奈之下，向郯城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打去了求助电

话。工作人员立刻驱车赶到刘从华
家中“送牌上门”，刘从华的农机
很快挂上了牌照。

疫情不误春耕，特殊时期，郯城
当地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发挥
技术和机械优势，开展托管服务，解
了村民的燃眉之急。为解决农机业
务办理等难题，保障春耕生产，自3

月9日起，郯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开
通了预约办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注册登记等业务。各农机合作社、农
机大户、家庭农场等可错峰预约，由
工作人员分批（次）进行上门服
务，受到农民好评。

从错时下地到直播卖花，从送证上门到土地托管

“鲁南粮仓”农业复产步点坚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滥食
野生动物的突出问题引发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下简称《决定》），释放了
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法治信
号。同时，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
行业也被摁下了“暂停键”——— 交
易停止，何去何从目前未知。

山东作为畜牧业大省，养殖产
业规模多年来位居全国前列，而特
种养殖是养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其中又以狐狸、水貂、貉子
等皮毛动物养殖产业占比最大。除
此之外，我省还有一些小众特色养
殖产业，例如金蝉、蚂蚱、豆丹
等，虽然未将其纳入到全省养殖产
值之中，但在很多地方已成规模，
形成了众多特色养殖村、养殖合作
社。

《决定》出台后，特种养殖从
业者目前生产经营状态如何？受影
响有多大？今后该何去何从？带着
这些问题，农村大众报记者进行了
采访调查。

生产现状如何？
有的已暂停交易

有的已推迟生产

疫情期间，东营市东营区风和
日丽家庭农场农场主刘素芝一直住
在养殖棚，没耽误生产。作为当地
的巾帼带头人，她养了500只狐狸，
小日子过得也算顺风顺水。然而，
随着《决定》的出台公布，她觉睡
不踏实了。

“我养殖的狐狸只取毛皮，以
出口为主。农场有自己的饲料厂，
去皮后的狐狸肉都被加工成益生菌
饲料，不会被人食用。”刘素芝
说。然而疫情发生后，她接到了上
级通知，不允许销售和交易。

同样接到“疫情期间，暂时不

让买卖”通知的，还有庆云县盈通
孔雀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怀
弟。3月17日，盈通合作社像往常一
样，对养殖基地进行全方位无死角
消杀。从知道《决定》开始，王怀
弟的心里就一直很忐忑，“一旦国
家不允许吃孔雀或不允许养孔雀
了 ， 社 员 们 的 生 计 就 会 受 到 影
响。”

这家合作社孔雀存栏量2000余
只，有自己的孵化系统，主要以销
售孔雀蛋、孔雀肉、孔雀羽毛及其
制品为主。同时，也发展乡村旅
游。2019年，这家合作社的营业额
近200万元。“孔雀是否在人工繁
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范
畴？”王怀弟对此心里没底。

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一些
特种养殖从业者推迟或变更了春节
后的生产计划。

去年底，高唐县富农昆虫养殖
合作社社员陈玉栋计划着，今春之
后扩建100个棚养蚂蚱。《决定》出
台后，他迟迟不敢动手干。

陈玉栋是高唐县杨屯镇夹东村
人，养了近3年蚂蚱，目前已经发
展到3 6个蚂蚱棚。谈起蚂蚱的收
益，陈玉栋说：“蚂蚱棚每亩地投
资2万元左右，纯收入可达到3万元
到4万元，收益还是很可观的。”

而远近闻名的金蝉村济南市章
丘区白云湖街道辛丰村，金蝉卵孵
化车间现在只开工了三分之一。
“去年村里300多个养殖户已经交纳
了100多万元的订金，预定了金蝉
卵，按照往年的时节，车间应该开
足马力生产了。今年，为了保险起
见，只能先孵化往年三分之一的金
蝉卵。”村支书董道新说。

养殖金蝉都是今年放卵、两三
年后收金蝉，如果到4月底5月初还
是没有明确消息，播种金蝉卵的农
时就过去了。而年前，董道新所在
的合作社还计划着对金蝉深加工，
做五香金蝉真空包装即食产品。他
说，只能等到政策明确后，再去考
虑深加工问题了。

与上面这些养殖户不同的是，
在省内最大的豆丹养殖基地东明县
竹林新村，村民依旧按照农时节
气，按照原计划忙碌着。

3月15日，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
新村今年播种的第一批大豆，已拱
出地面，露出嫩芽。这些种在大棚
的大豆，是为养殖豆丹（豆虫）专
门种植的。

“今年春天还是按照原计划放
养豆丹。”竹林新村党支部书记刘
兴豪说，“按照这两年摸索的经
验，3月初开始播种大豆，4月底5月
初，豆子长高了，就可以放卵，6

月 初 ， 第 一 茬 豆 丹 就 能 上 市 销
售。”

2018年初，竹林新村在刘兴昌
等村民的带动下，全村建起175个大
棚，占地200多亩，专门养殖豆丹。目
前，竹林新村成立了豆丹养殖专业

合作社，带动100多名村民就业。“去
年，一个大棚一茬可以出150斤豆丹，
平均售价在每斤60元。一个大棚一年
养两茬，收入1 . 5万元不成问题。”刘
兴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如果今后出台法律，不让养
了，咱一定认真执行。现在没有明确
之前，我们还是按原来的计划进行，
以免错过了农时。”刘兴豪说。

养殖户担心啥？
是划进畜禽序列

还是归到野生动物

山东省畜牧协会秘书长逯岩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山东是畜牧业
大省，无论是环境控制、生产水平
还是经营模式，都是全国学习的榜
样。在畜牧业产值当中，除了我们
常见的牛、羊、鸡等家畜家禽外，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养殖产值也包
含在其中，其中皮毛兽的养殖产值
占比最大。所谓毛皮兽，是通过养
殖取其毛皮，供人们做成服饰、装
饰品等。风和日丽家庭农场养殖的
狐狸，就属于皮毛兽序列。

青岛农业大学特种经济动物学
科负责人马泽芳告诉记者，《中国
畜禽遗传资源志》中，包括狐狸、
水貂以及貉子等皮毛兽，都是归类
为畜禽序列的。山东是毛皮兽第一
养殖大省，其中水貂能占到全国
58%左右，狐狸占全国将近40%，貉
子占25%左右。养殖区域主要集中
在潍坊、威海、青岛、临沂等地。

“具体从业人数目前没有统
计，按照家庭为单位而言，大约有
10万户从事皮毛兽的养殖。”马泽
芳说，疫情期间，皮毛兽的交易暂
停，直接影响的就是这些养殖户的
收入。

除了皮毛兽养殖之外，我省还
有很多特色养殖，包括金蝉、蚂蚱
等节肢动物，还有豆虫、孔雀等，
这些属于畜牧养殖吗？

“现在这类动物的养殖，严格
来说，还不是养殖业的一部分，起
码 没 有 纳 入 畜 牧 业 养 殖 产 值 之
中。”马泽芳告诉记者，目前像蚂
蚱、金蝉等这类养殖，往往都是农
户看到赚钱了，自发进行养殖，与
皮毛兽的规模产值相比，现在还不
能称之为产业。

对于其归属，马泽芳认为，梅
花鹿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中
归类为畜禽，孔雀没有列入。而蚂
蚱、金蝉目前来说既不属于畜禽序
列，也不属于野生动物序列，属于
监管空白区域。

为什么这么多人工繁育野生动
物的养殖户担心会上禁养目录呢？
马泽芳给出了答案：皮毛兽虽然在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中归类为
畜禽，但是在现实管理中，检疫归
于畜牧部门，由畜牧部门出具动物
检疫合格证明，驯养繁殖许可证办
理又归林业（自然资源）部门。
“归口问题本身不明确，‘禁野
令’下，养殖户们心里就更没底
了。”蚂蚱、金蝉等特色养殖目前
处于监管空白地带，何去何从，养
殖户们更是茫然。（下转A2版）

交易摁下“暂停键”，从业者都在等待“目录”出台

“禁野令”下，特种养殖何去何从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李伟 祝超群 郑希平

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新村村民正在大棚中放养豆天蛾（豆丹是其幼
虫）。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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