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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产品吆喝

区县动态市场
分析 綦江渝黔农博城开业

助力农副产品销往渝贵川

本报讯 （记者 罗芸）1月6日上午，位于綦
江东部新城的渝黔农博城正式开业。这个现代农
副产品集散中心，不仅将助力渝南黔北的特色农
副产品销往渝贵川三省市，还有利于纾解綦江老
城区拥堵。

渝黔农博城占地面积500亩，采用统一招商、
统一管理、统一运营的模式，着力于打造集农副产
品批发销售、仓储、物流、冷链、电商等于一体的现
代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目前，农博城已入驻商户
超过400户，招商率达到95%。

陈仁芳是白龙街水果市场资历最老的商户之
一，入驻农博城后，“搬货的时间少了，与客商接洽
的时间更多了。”在记者采访时，她接待了两拨分
别来自贵州桐梓和习水的客商。

农博城运营负责人闫春生表示，农博城以綦
江为中心，其果蔬等农副产品可以辐射重庆、贵州
遵义、四川泸州等城市。在前一个月的试营业期
间，农博城日均农副产品交易量超过200吨，綦江
的草蔸萝卜、桐梓的儿菜都通过这里走向了更广
阔的市场。预计未来两三年，农博城年交易量将
达到100万吨，交易额达到40亿至50亿元，带动
8000至1万人就业。

主城商圈有了乡村振兴创新园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1月7日，位于江北
区观音桥商圈的嘉陵三村喜庆洋洋——华新街乡
村振兴创新创业园在这里正式开园，由该园设立
的江北·酉阳消费扶贫助农超市也同步开业。这
是江北区华新街街道支持贫困地区群众到主城创
新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举措。

华新街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园是由华新街街
道和酉阳供销社合力打造的助农服务平台，主
要开展三项服务内容：一是搭建消费扶贫供需
对接桥梁，帮助酉阳等贫困地区延伸农产品的
销售链条；二是帮助贫困地区企业在主城建立

“根据地”，给予创业初期办公场地租金减半的
补贴；三是号召贫困地区青年进主城创业，为其
在建东智慧农贸市场特设补贴部分租金的创业
摊位。

目前，集农产品体验销售于一体的江北·酉阳
消费扶贫助农超市率先开业，主要销售江北、酉阳
等地的纯天然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及土家族手
工艺品。

网易公益“一块屏”捐赠巫山

山区学子有望体验数字课堂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月7日，网易公益
“一块屏”教育扶贫项目巫山捐赠仪式正式启动，
将向包括巫山中学在内的15所当地中小学校捐
赠数字教学终端设备及课程资源服务等，助力贫
困地区教育均衡发展。

网易公益“一块屏”是由网易公益打造的教
育公益品牌，自2018年启动以来先后为四川、
湖南、甘肃等贫困地区中小学校送去了优质网
络教育资源。市重点中学巫山中学是此次捐赠
活动的第一站，网易公益“一块屏”为其捐赠建
设了智慧录播教室，可利用多媒体、智能跟踪等
技术，将优质课程录制下来分享到巫山全县，将

“硬件+软件+平台”相结合的互联网教育公益
模式推广到边远山区，让巫山14000余名学子
从中获益。

□本报记者 赵迎昭

走进位于垫江城区的大石竹编制作室，
竹子的清香扑面而来，长2.3米、高1.2米的竹
编画《红楼十二金钗图》映入眼帘，4名工人有
的在用排针剖篾器剖出仅1毫米细的篾条，纤
细的篾条在空中舞动；有的用黑白两色篾条
编织肖像画。仔细观察，这4人均有不同残
疾。

“徒弟们靠这门手艺找得到饭吃，我欢喜
得很！”1月6日，84岁的赵行恩走进制作室，
对忙活的徒弟不时指点一二。

赵行恩是市级非遗大石竹编第五代传承
人，30个徒弟中有10人有残疾。谈起收残疾
人为徒的初衷，他呵呵一笑：“他们掌握一门
手艺，能自食其力过上好日子，不就给国家减
轻负担了嘛。”

让赵行恩更感欣慰的是，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当下，竹编这门老手艺不仅让残疾
人过上了好日子，更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风貌。

残疾人学手艺
“双手编织出好日子”

今年54岁的徐登科是赵行恩的第一个
残疾人徒弟，因患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

以前垫江很多人家就地取材，用慈竹、斑
竹、楠竹编织席子、箩筐、斗篷等生活用具。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花3天时间编一床席子
能赚10块钱。”徐登科说，随着时代发展，其
貌不扬的竹编生活用具渐渐被淘汰，他曾想
过放弃。

1993年的一次机遇让徐登科重燃信心。
当年，赵行恩计划编织4套系列竹编肖像画，
因人手不够便找到了他。学艺3个多月，他的
手艺长进不少。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赵家看到竹编工
艺品广阔的市场需求，开始注重创新，靠研发
精美别致的工艺品打开市场销路。

徐登科开始学习编织工艺席。工艺席因
有龙凤等图案，高档、精美，售价高达千元，有
很多客户前来定制，徐登科的日子因此越过
越滋润。

“前些年，我成立丽丹工艺美术品有限公
司后，优先录用残疾人，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
过上好日子，得到社会尊重。”赵行恩的儿子
赵向阳，是大石竹编第六代传承人。他说，公
司共有员工16人，其中10人是残疾人，他们
手艺好，做活路勤奋又仔细。去年，垫江一家
民宿订购近300件竹编产品，接到订单后，他
们在4天内就赶制完成了。

精气神提起来了
“把所有烦恼抛在脑后”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在近日举行的一次行业文艺汇演上，周文江落落
大方，深情演唱《为了谁》。

赵向阳回想起2017年初见周文江时的
情景：“无精打采，衣服脏兮兮的，他家的土坯
房两面透风，说是盖4床被子都不热和。”周文
江身材瘦小，行走不便，但手很灵活，也静得
下心。来到制作室后，他傻了眼，大家手指翻
飞，一根根篾条在空中划过优美的曲线，他感

到震惊的同时，心里打起了拨浪鼓：“这么难
的手艺，我能学会吗？”

“熟能生巧，你若真心想学，我就一定认真
教。”赵行恩的一句话让周文江吃了定心丸。
几年学习下来，他手艺精进不少，前不久编织
的一套系列竹编肖像画售出1.35万元高价。

“迷上竹编后，我把所有烦恼都抛在脑后。
脑壳里面想象中的东西我几下就能编出来，变
成产品卖得到现钱，好有成就感哦。”周文江说。

徐登科对此也很有感触。他历时40多
天编织出的书法作品《一诺千金》卖出了2.4
万元。这幅书法作品长4米、宽1.5米，笔锋
遒劲有力，颇有韵味。“竹编手艺不仅改变了
生活，也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他说。

“他们虽然身体有缺陷，但没有怨天尤
人，而是在生活中学习本领。目前徐登科和
周文江都已成为非遗传承人。”赵向阳说，乡
村振兴也要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残疾人通过
竹编手艺成为能工巧匠，提振了精气神。

我们都是追梦人
“相信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跟着学了几年手艺，周文江的日子实实
在在得到了改善，他说下一步就是考虑终身
大事了：“我相信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徐登科笑着说，今后做不动竹编了，就想
经常和家人聚聚、出去旅游见世面。

为了让绿色环保的竹编产品拥抱更大的
市场，赵向阳也有一个梦想——在老家垫江
县大石乡建设竹编文化产业园，园区走文旅
融合之路，既可以生产、销售竹编产品，还可
以吸引游客前来体验竹编制作，也能带动更
多乡亲就近就业增收。

目前，这个梦想已迈出了第一步，大石乡竹
编展馆已经开馆，馆内不仅陈列竹编产品，还收
藏有近5000册赵家人的藏书，成为当地村民欣
赏艺术品、学习种植、养殖技术的好去处。

“我们都是奋斗者和追梦人。”赵向阳说，
目前，他的公司累计研发出竹编画、提包、果
盘等10大类60余款主要产品，其中以手感柔
韧细腻、美观大方、具有文化底蕴的竹编画最
具特色。将来，他将吸纳更多残疾人就业，打
造富有本地特色的新产业、新业态，为乡村振
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传承竹编手艺 过上美好日子

南川：“十佳蜜柚”只卖2元一斤

近日，南川区兴隆镇金禾村云雾笼罩，气温
很低，“柚子大姐”徐凤容在果林里忙得满头大汗。

徐凤容今年48岁，从小右腿残疾，几年前开
始种果之路。2019年，她的果园挂果60万斤，大
部分销往东北和出口俄罗斯。她的柚子曾被评为
全市“十佳蜜柚”。

受疫情影响，目前有大量柚子挂在树上，如果
有爱心人士需要柚子，可电话联系徐凤容，价格只
要2元一斤。

联系电话：13983743650。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 袁治卫

潼南：90万斤血橙盼采摘

“血橙大丰收，但由于知名度不高，销售渠道
有限。”潼南区田家镇的融声果园负责人苏承兵近
日求助本报。

果园坐落在田家镇杨家坪，采风通透，严格疏
果剪枝，果实不催熟、不打蜡，不断优化种植技术
和方法。红润的果肉粒粒分明，咬一口，入口化
渣，恰到好处的酸甜，解渴又开胃。

果园种有150多亩血橙，已全部成熟，按照亩
产6000斤计算，果园今年的产量超过了90万
斤。苏承兵热切希望市民朋友到他的果园去品尝
果子，现在到4月中旬都可采摘。

联系电话：18580751309。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李扬 付海霞

□本报记者 赵伟平

据农业农村部近日的监测数据显示，全
国20多个省市的生猪价格在连续10周下跌
后重新上涨，从均价 29.72 元/公斤攀升到
36.88元/公斤，迎来2021年的“开门红”。

重庆日报记者对重庆生猪和猪肉市场的
持续观察发现，我市生猪价格波动与农业农
村部发布的数据基本一致。市农业农村委提
供的数据显示：从去年11月下旬以来，生猪
批发价从40.6元/公斤上涨到46.45元/公斤，
与此同时，猪肉的零售价从50.59元/公斤上
涨到56.8元/公斤。

一直以来，生猪和猪肉价格呈现周期性
波动的特征，被称作“猪周期”。2018年以
来，生猪价格进入上涨周期，猪肉价格也水涨
船高。但从去年9月开始，生猪和猪肉价格出
现连续下跌。有业内人士因此认为，生猪和
猪肉价格又进入了下降周期，此次价格上涨，
有些出乎意料。

跨年之际，猪肉价格为何再杀“回马
枪”？将给养殖户、中间商和消费者带来怎样
的影响？后市行情又将如何演绎？

生产商和中间商
猪肉供应有保障

1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渝北区兰馨路的
一家永辉超市看到，虽然是下午，肉摊前仍挤
满了选购猪肉的市民，肉摊前的价格牌格外
醒目。记者估算了一下，猪肉均价为每斤25
元左右，比一个月前高两元。

前些年，由于生猪供应紧张导致了猪肉
价格上涨，这次上涨会不会是同样的原因？

重庆永辉超市总部猪肉采购部负责人杨
永明介绍说，从去年11月下旬以来，市民灌
香肠、腌腊肉的多了起来，为了保障市场的正
常供应，永辉超市特意加大了白条猪的采购
量。目前，全市180多家永辉门店一天的生
猪供应达到了80吨左右。“满足老百姓灌香
肠、腌腊肉的需求不成问题。”

重庆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市生
猪保供的最大供应商之一，每天平均有
2000多头的屠宰量，是主城区的“肉篮子”。
公司负责人杨小龙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
随着猪肉销量的增加，公司屠宰场每天开
足4条生产线，屠宰3000多头生猪满足市民
需求。

重庆日报通过对猪肉市场的持续追踪发
现，我市生猪的供应是有保障的，跨年行情并
不是生猪供应短缺造成的。

多因素叠加致肉价上涨
年中或吃上便宜肉

为何岁末年初生猪价格再“发飙”？对
此，记者采访了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此轮肉价上涨属正常现象。”市农业农
村委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根据以往经验，每年
岁末年初，从11月中旬至春节前，猪肉都有
一个季节性反弹。

其次，进入深冬季节雨雪天气增多，像河
南、东北等北方地区向我市调运生猪的成本
增加。同时，受疫情的影响，进口冻猪肉的受

限一定程度上也为猪肉价格的上涨起到推波
助澜的作用。

再有，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玉米价格的
上涨，导致生猪饲养成本的增加，也带动了生
猪价格的上涨。

“虽然当前猪肉价格有一定上涨，但从我
们的监测来看，此轮肉价不会有太大的涨幅，
目前肉价已在高位稳定了三周时间，继续上
涨没有了动力支撑。”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从目前的生猪存栏恢复情况来看，我
市已经有1100万头的生猪存栏量，基本上恢
复到正常年份水平，市场上根本不缺肉，只是
由于市民灌香肠、腌腊肉导致近期需求量暴
涨，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30%。

他分析说，到春节前，生猪价格还会有轻
微的波动，但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到了五六
月份随着需求的疲软，市场供应的增加，猪肉
价格就会出现下跌，到时市场上就会有便宜
肉了。

杨小龙也表示，公司除了现有的合川、丰
都两个养殖片区外，今年还将再建一个100
万头的生猪养殖场。到那时，市场上的猪肉
供应将更多，猪肉价格下跌在所难免。

“随着三四月份天气的转暖，物流运输成
本的降低以及进口猪肉的增加，后市生猪价
格下跌也在情理之中。”杨永明补充道。

上涨行情可否紧跟
专家提醒科学补栏

猪肉价格上涨，生猪生产龙头企业和养
殖户有何反应？

面对生猪养殖巨大红利的诱惑，从2018
年开始，有部分房企纷纷跑步加入“养猪”大
军。目前就有恒大、碧桂园、万科、中粮、华
润、绿城等一众企业宣布“养猪”。天眼查专
业版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超过1400家经营
范围同时包含“猪”和“房地产”，且状态为在
业、存续、迁入、迁出的企业；就地域分布看，
广东省相关企业数量位居第一，占全国相关
企业总量的44%。

而与重庆日报记者建立长期联系的一些
生猪养殖大户也表示正在紧跟这波行情。

杨洪杰是南川区南平镇天马村11组的
养猪大户，从事生猪养殖快12年了，现在他
的生猪养殖规模也扩大到了2000多头，“干
了这么多年的猪生意，只有这一两年赚到了
钱。”杨洪杰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他想抓住这
轮猪肉的上涨，再饲养一批仔猪，“虽然累，但
只要有钱赚比啥都强。”

生猪行情的飘红也让巫溪县峰灵镇大
树村的养殖大户谭国平大赚了一笔。前不
久，他将自家的56头肥猪全部卖掉，扣除成
本收入了20万元。与杨洪杰不同的是，他
对生猪补栏有些犹豫：“一来当前仔猪价格
比较贵，补栏不划算；二来现在气温低，仔
猪生长慢，投入成本大，更重要的是，今年
年猪肉价格不确定性太大，不敢随意补
栏。”

针对当前生猪价格的震荡，市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也提醒广大养殖户，要实时了
解市场动态，科学进行生猪的出栏和补栏，以
降低“猪周期”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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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渝中区大田湾菜市场，屏幕上显示猪肉采购地等信息。 记者 龙帆 实习生 何佩玙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