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日上午，渝中区学田湾农贸市场。
每个猪肉铺位都打着暖色调的灯光，挂满

新鲜的、带着检疫印章的猪肉，选购的顾客熙熙
攘攘。

家住枣子岚垭的张萌想做蒜泥白肉。在问
几个摊位的猪臀肉价格后，她终于在老李家选
定了一块。

“现在每公斤要52元，比去年这时候要高
至少40%。”张萌有些郁闷。

“现在全国都是受非洲猪瘟和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猪比以往少了不少。”老李给她分析原
因，“等养猪户数量一起来，价格自然就降了。”

“确实现在全国都面临猪肉‘供不应求’的
情况。”市农业农村委畜牧处处长向品居表示。
2018年8月出现非洲猪瘟疫情后，市场消费信
心受挫，同时因疫情影响生猪调运也受阻，导致
去年我市生猪存栏量较常年有较大幅度下降；
今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生猪养殖

户的出栏、运输和补栏也受到冲击，使不少养殖
户的生产雪上加霜。在自身产能下降的同时，
我国原有的“南猪北养西进”格局也受到挑战，
调入我市的猪肉数量也有所下降。

生猪产能的下降，倒逼国家调整政策。在
去年3月份农业农村部下发的《关于稳定生猪生
产保障市场供给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
提到，要实行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标准化规模
养殖，根据本地情况“逐步提高生猪自给率”。

市场倒逼 遭受多重冲击生猪供应要求提高“自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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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猪安天下。
为了保证猪肉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2019年底，我
市在“重庆市加快生猪生产
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中提出：
全市猪肉自给率达到96%
以上，猪肉价格基本保持稳
定。

方案公布后，国内一些
同行惊叹这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给他们算了一下账，
发现只要大力发展规模化
养殖，这一目标完全能按时
完成。”市农业农村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

规模化养殖如何发挥
作用达成目标？是否会冲
击散养户的养殖致富机
会？在消费多元化情况下，
市民对土猪肉等的需求是
否会被淹没在规模化生产
中？

规模化养猪 吃肉自给自足
——重庆猪肉自给率将达96%以上，确保猪肉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本报记者 罗芸

本报讯 （记者 罗芸）8月4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市克
服疫情影响、采取多项有效措施稳定生猪生产，
全市生猪存栏量、能繁母猪存栏量均超预期，生
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分别完成市政府明确任
务的98.5%、93.0%，分别恢复到2017年年末的
82.7%、79.4%，生猪存栏恢复程度高出全国5.7
个百分点，实现超额完成任务，猪肉价格连续10
多周回落并低于全国同期，生猪生产总体形势
持续向好。

“我市是全国生猪产销平衡区，生猪供应与
民生息息相关。为此，市委、市政府把恢复生猪
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采
取的系列措施精准有效。”市农业农村委畜牧处
处长向品居介绍，我市建立了全方位的工作机
制，推进生猪生产的恢复和猪肉价格的稳定。
成立恢复生猪生产协调办公室，成员包括市农
业农村委在内的13个市级部门和单位，协同推
进相关机制措施的制定与落地；通过“一事一
议”“一企一策”，点对点解决发展难题100余
个；强化监测预警，根据预警向相关地区及时投
放储备冻猪肉，稳定我市猪肉价格。

同时，我市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生
猪产能的恢复。在财政投入方面，去年以来，
累计安排17.6亿余元市级以上资金支持生猪
生产，投入的重点包括生猪生产灾害险和收益
险、种猪场规模猪场生产补栏、规模养殖场户
提升粪污处理以及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等。此
外，相关金融机构发放生猪养殖圈舍、土地经
营权抵押贷款等，为生猪养殖企业及时提供流
动资金。

“我们的生猪存栏量从六七千头增加到现
在的九千多头，达到产能的95%。”万州区目前
生猪存栏量最大的家庭农场——重庆优农益家
总经理向进告诉记者，“有政府的支持，我们还
准备继续扩大产能。”

去年以来，我市全面落实“外堵、内防、严
管、保供、应急”措施，果断处置点上疫情，打好
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持久战。目前，全市已建立
区县、乡镇、村、社四级责任体系，全面监测排查
生猪规模养殖场等重点场所疫病情况，并加强
对养殖场户的防疫技术培训。全市已累计开展
培训1.5万场次，接受培训的养殖户达到45.6万
人次，全面提升了他们的生物安全防护和饲养
管理水平。

利用生猪恢复生产的机遇期，我市还积极
鼓励扶持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场，提升全市生猪
规模化养殖水平。“我们从5月份开始引入种猪
正式运营，目前有种猪近两万头，预计明年生猪
年出栏量可达100万头。”重庆万州德康农牧科
技公司副总经理江山表示，“届时将带动当地家
庭农场、中小养殖户形成稳定的生猪生产链
条”。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4352个生猪规模
化养殖场存栏生猪、能繁母猪分别达到142.4万
头、18.8万头，环比分别上涨2.7%、3.4%。6月
份，我市生猪收购均价为每公斤32.3元，在全国
上涨5.5%的情况下，仍环比价格持稳；猪肉价格
在今年2月上旬达到最高点后，连续10多周下
跌，全市生猪稳产保供工作和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有力有效，获得了7月份到渝督查的国家督查组
的高度肯定。

我市生猪生产
恢复超预期

上半年超额完成生猪存栏任务，
恢复程度高出全国同期5.7个百分点

8月4日，黔江区五里乡河南村一社。
太阳快落山了。57岁的汪文高给家里唯一

的一头猪喂食。圈里的猪嗅嗅玉米面和着菜叶
的猪食，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

汪文高所在的院落原来有7户人。上世纪
80年代，这里每家至少养5头猪。有时猪贩子
跑一趟就能拉到20头左右，塞满一车。

随着外出务工的人增多，院里有3户举家外
迁，剩下的4户总共不到10人，只养了两头猪，
都是养来自己吃的。

五里乡经发办副主任汪文辉，从1982年起
就在乡里从事畜牧工作，先后任过畜牧站站长、
乡农技中心主任等。

“最初时家家户户都至少养3头，全乡一年
出栏六七千头。”汪文辉回忆，“现在全乡小散养
殖户还有800多户，年出栏总量最多不过1600
头——乡里23户规模化养殖户，年出栏量就超
过3000头，比这800户多至少一倍。”

汪文辉感叹：“现在散养户成本高、劳力少，
猪肉价格又忽高忽低，所以规模化养殖越来越
成为趋势了。”

根据“方案”，我市作为产销平衡区，到2021
年，万州、黔江等28个生猪主产区县猪肉自给
率要达到100%，多余产能供应市内外，余下区

县为生猪主销区县，要通过跨区合作建立养殖
基地等方式，保证掌控猪源达到消费需求的
60%以上。

“发展规模化养殖，既是时代大势，也是稳
定生猪生产、破解‘猪周期’困局的重要途径。”
市畜科院院长刘作华说。

正如汪文辉直观感受到的那样，“猪周
期”期间，猪肉价格大涨大落，对市场波动把
握不足的散养户很难抵御这样的风险。这些
年出栏量只有几十头的散养户，往往在“猪周
期”低谷时退出养殖，进一步加剧了猪肉供应
不足的缺口；在猪肉猛涨时他们又“追涨”进
入，此时仔猪价格高企、饲料上涨，到出栏时
往往又逢价格下跌，损失惨重，使得不少人心
灰意冷退出生猪养殖。与此同时，随着城镇
化进程加快，年轻人纷纷进城，农村劳动力老
龄化使散养户的养殖规模和出栏量也逐年萎
缩。

“非洲猪瘟疫情给我们的养殖者敲响了警
钟。但从我们在基层调查的情况来看，规模化
养殖户比散养户的防疫意识更强。”市农业农村
委兽医处处长张基明表示，对于规模化养殖场
来说，一旦发生疫情将是灭顶之灾，因此防疫和
疫情监测规模化养殖场场主最积极。张基明在

基层培训和调查时发现，散养户人员往往年纪
较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主动参加技术培训的
积极性不高，“有的对非洲猪瘟了解不多，认为
打两针、喂点药就行，根本不知道目前非洲猪瘟
不能治。”张基明说。

“规模化养殖场在粪污处理方面，接受的监
管更严格，同时绿色生态养殖的理念也更强。”
黔江区畜牧发展中心畜牧科科长郭定章说。在
人多地少的区域，粪污若无法被种植业消纳完，
会造成一定的污染。散养户数量众多，执法部
门很难及时一一监管到位。而规模化养殖场的
粪污排放受到严格监管，有的养殖户为增加收
入还将其加工成有机肥销售，“变废为宝”，污染
防治压力大为减轻。

“养殖规模化有利于实现生猪产业的规模
化养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向品居表示，这种
供给侧改革不仅使生猪产量增加，也是通过规
模化养殖，实现产业结构、品种选育、疫病防控、
管理水平等各个方面的优化与提升。

据了解，目前德康、新希望、正邦等全国12
家重点养殖企业在我市规划布局年出栏总量达
2200万头，已开工建设的生猪规模化养殖场预
计年出栏量可达1200余万头，占规划产能的
50%以上。

大势所趋 规模化养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现在猪场条件和写字楼差不多，温度恒定
在25℃。”万州区牧润生态养殖场负责人李德全
说，“我们和德康合作才半年，感觉一下从养猪
的‘原始社会’踏进了‘工业4.0’。”

牧润生态养殖场位于长岭镇安溪村，红色
的猪场掩映在绿树丛中。10年前，李德全和妻
子开起了这个猪场，当时是采用传统的养殖方
式，一年出栏200多头。

“每天从早累到晚，喂食、打扫圈舍、消毒全
靠我们两个人。有时候天气变化大，猪生病时
整夜都没法睡。”李德全说。

去年12月，李德全成为全区首个与德康签
订合作协议的养殖户。通过德康的技术支持，牧
润生态养殖场改造了圈舍，引进了现代化的养殖
设备。现在养殖场7个员工要管理700多头母
猪和上千头小猪，年出栏量将达到7500头。

“现在主要是巡察，看猪的采食状况，重点
关注要分娩的母猪，反倒没以前累。”李德全
说。令他津津乐道的是公司提供的防疫措施：
设两道防线，从外界进入猪舍员工生活区要彻
底洗澡、更衣；从生活区进入养殖区又要重复上
述环节。进了员工生活区一般不再出来，而在
生活区与养殖区进出，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天要

洗4次澡。
开始觉得麻烦的李德全，发现猪儿确实没

怎么感冒、拉稀了，才知道这样“麻烦”的防疫措
施是科学的。

“原来我听说大户要进来，我们这些猪养得
少的觉得肯定‘没戏’了。”李德全说，“没想到他
们进来，还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机会。”

巨头入行，是否意味着普通散养户的增收
空间被挤压？

去年12月26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务院扶
贫办在北京举行的“龙头企业带万户生猪产业
扶贫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仪式上，全国15个生
猪养殖龙头企业与贫困地区政府签订了生猪产
业发展合作协议，涉及我市的有3个：德康农牧
食品集团与万州区、秀山县分别签订的100万
头生态猪养殖、50万头生猪产业扶贫项目，分别
计划投资25亿元、10亿元；新希望六和公司与
彭水县签订的100万头生猪产业扶贫项目，计
划投资33亿元。这3个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可
新增生猪出栏250万头，带动5000余贫困户发
展生猪养殖。

“养猪是部分老百姓家里重要的收入来
源。我们希望到万州、秀山发展生猪产业、带动

扶贫致富。”重庆万州德康农牧科技公司副总经
理江山说。在带动的方式上，主要是通过“公
司+农户”“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方
式，在当地布局建设核心种猪场和示范场，与有
发展意愿的生态养猪场签订代养协议。在这个
过程中，德康与这些养殖户实现“统一规范布
局、统一培训指导、统一物料供应、统一生产管
理、统一回收销售”的“五统一”，与家庭农场合
理分摊仔猪断奶到育肥阶段利润，既让养殖户
获取代养费，又让贫困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入
股，享受经营收入，构建了从饲料供应、生产养
殖到屠宰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目前，德康在万州的38个镇街与86户签订
了896个合作生猪生态养殖场单元协议。其中
1个单元饲养能繁母猪50头、年出栏肥猪1250
头，届时年出栏量可达112万头。

“根据国外养殖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我
国养殖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小养殖场还
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向品居说，生猪
产业也是这类养殖户致富增收的重要手段，因
此在去年市政府出台的文件中，明令要加强对
散养户的指导帮扶，“不得以行政手段强行清
退”。

产业合作 让养猪成为老百姓重要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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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石家镇长山村，村民在
给生猪添加饲料。（本报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动态消息>>>

我市生猪生产
发展目标

2019年底
“重庆市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提出：

到2021年

全市猪肉自给率达到96%以上

猪肉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余下区县为生猪主销区县

要通过跨区合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式

万州、黔江等28个生猪主产区县

多余产能供应市内外

100%猪肉自给率要达到

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委

保证掌控猪源达到消费需求的

6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