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服务·乡村振兴
2021年4月6日 星期二
主编：苏伶俐 编辑：李霜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09

农技课堂农技课堂

什么样的母牛该淘汰

民生直通车

2021年猪肉供给偏紧格局将逐步缓解、猪价回
落。预计2021年猪肉供给将明显恢复，四季度生猪
供给有望接近常态水平。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先后
于2019年四季度和2020年一季度触底反弹。如果今
年二季度，各地生猪存栏恢复到常态水平，生猪存栏
与出栏增长的生产周期在6个月左右，那么三季度末
期商品猪供给将会恢复到常态水平；如果三季度生猪
存栏恢复到常态水平，预计四季度末商品猪供给将会
接近常态水平。预计全年生猪出栏量增幅将会超过
15％，下半年商品猪供给将会明显好转。

今年猪肉消费将会明显恢复，供需趋于平衡。
随着猪肉供给的恢复和猪价回落，特别是随着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继续好转，消费需求就会持续

恢复。猪肉在肉类消费中的比重回升，但总体将会
保持在60％左右。猪肉进口需求较2020年下降，但
仍将保持高位，预计在380万吨左右，猪肉供给偏紧
格局将逐步缓解。

2021年生猪和猪肉价格有望明显下跌。春节前
受节日消费拉动，猪价季节性反弹，接近上年同期水
平，1月下旬开始小幅回落。春节过后消费季节性下
降，生猪和猪肉价格一季度总体将以稳中有降为主。
二季度如果冻品流通恢复到常态，那么猪价或将阶段
性明显回落；如果冻品仅部分流通，二季度猪价将会总
体保持稳中回落态势，清明和“五一”节日消费增加或
阶段性提振猪价。下半年猪肉消费和供给均将会提
升，三季度猪价季节性回升，四季度将会回落并接近常
态价格水平。2021年生猪产能稳步增加，生猪价格总
体趋势是平稳回落，养殖收益仍将会保持较好水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朱增
勇 浦华）

生猪供给恢复明显 猪价将回归常态

大国小农的国情下，依靠传统销售渠道的小农
户，往往是被动地将农产品交给上门收货的代办，或
自己送到附近的收购点。蔬菜、水果往往是大小、优
劣混装，没进行必要的分级分等。近年来，涉农电商
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农产品的源头分级，对提高
农民收入发挥了明显作用。

实践中“生长”出具体标准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立足县域布局特
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园”，赋予了“最初一公里”更丰富的内涵，更明确地把
初级农产品的源头分级、分拣、冷库储藏等初加工包
含在内。

初加工可以大幅降低产后损失率，对小农户的直
接增收效应非常明显。对很多小农户来说，过了这一
关，才是后端的精深加工和更前端的标准化种植。

这种产地初加工的需求和实践，在拼多多等新型
电商推动农产品上行的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电商
平台和“新农商”们，在实践中不仅“生长”出了各种具
体标准，引导供应链根据农产品的大小、品相等进行
分级，也在生产环节主动探索相关标准，带动产业标
准化发展和农民增收。

这些源于市场和行业的具体实践，为大范围推动
我国农产品的产地源头分级提供了有益经验。在此

基础上，继续推动“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直
连，将能更大幅度降低产后损失率，提升农民收入。

农产品源头分级促农增收

拼多多平台上的丹东草莓，按照单果20、30、40
克分成不同等级，40克的能比20克的每斤贵3元到4
元。其他大多数水果都遵循同样的道理。对农产品
进行源头分级，可以大幅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溢价能
力，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分级后，可以满足农产品消费多样化需求。一些
被传统渠道低价收购甚至排斥的小果型，因为契合办
公室白领一族的小分量需求特征，甚至可以在电商平
台上热卖畅销。

一些知名农产品品牌的“花斑果”，被单独区分出
来后，价格优惠，口感不变，极受电商消费者欢迎。这
些农产品都能仅靠着“分级”这一简单的初加工过程，
在新的电商销售体系里，就能从“卖不出去”变成“香
饽饽”，为农民带来显著收入增加。

结合多维度建立分级标准

线下的农产品销售渠道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
有了较为成熟的标准。但是，通过电商渠道的大规模
农产品上行是近年来的新现象。

电商新业态下，消费者的需求更为多元细分，消
费者对大小、口感、品质的要求，也能更准确和快速地
传导到生产端，从而更好地实现“市场导向”。

建立源头分级标准，要结合市场性、科学性、可执
行性等多个维度。电商平台拼多多联合江苏淡水水
产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探索制定长三角的螃蟹分级标
准，就是在多地政府支持下共同推动的。基于这些新
的标准，再往上就可以探索高品质、名品牌的形成，让
农民产生更大收益。

分级标准要前推到生产端，并全产业链覆盖。分
级标准要进入生产端，需要通过合作社、农业龙头企
业等，对小农户进行统合，推动农业的标准化发展。
在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比如包装上，建议更好地落实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意
见》：“鼓励农产品分级包装和依法标识标注，指导和
督促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从事农产品
收购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对农产品进行包装分级。”

从“卖不出”到“香饽饽”

涉农电商推动农产品源头分级
■赵皖平

饲养母牛的目的就是为了繁育犊牛，它们是
养牛行业中的主要生产力，肩负着下一代的健康
成长，是发展养牛行业的基础。只有母牛健康，才
能孕育出健康的犊牛，才能把犊牛的数量和质量
提升上来。

1.母牛不孕症。这是令养殖户非常头疼的
问题，而且大部分都很难解决。如果母牛连配
3~5次还是不能配种，养殖户应该直接选择将其
淘汰。

2.母性不好、奶水不足。这个情况一般不会
出现在头胎奶牛身上，主要从第二胎开始出现
的。在观察期间，母牛的营养需要全面跟上。如
果母牛在营养补充全面、充足的情况下，依然连续
两胎都出现奶水不足的情况，或者每胎都发生乳
房炎。那么，可以确定母牛的母性下降了，养殖户
应该果断淘汰。

3.阴脱。如果母牛发生阴脱的情况，那么，
生下小牛犊后发病概率高达80%以上，而且在患
病的情况下难产的概率也很大，严重的甚至母牛
和牛犊都不能保全。如果病情不是很严重的，可
以等生下小牛犊后再淘汰。

4.布病母牛。这是所有的母牛问题中，较为
严重的问题之一。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如果没
有及时发现病状，很容易转成慢性疾病，此种情况
下对身体造成的损害将是不可逆的。布病母牛其
主要症状就是流产，一般来说只会流产一次，第二
次开始出现弱犊的情况，而且还特别容易发生乳
房炎、子宫炎、胎衣不下等一系列病症。因此，如
果母牛有流产的情况发生时，养殖户一定要立即
检查是否患有布病。另外，还要对新引牛以及布
病高发区的牛场一年做2~3次布病检查，做好防
范措施。 （本报综合）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公路的发展和支撑。交通
运输部印发的《农村公路中长期发展纲要》对未来我
国农村公路的发展描绘了非常重要的蓝图。

在交通运输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该部
新闻发言人孙文剑介绍，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
程已突破435万公里，这张交通大网连接了乡和乡、
村和村，让农村百姓顺畅出行，是我国社会公认的

“超级工程”。
未来这个“超级工程”能给农民朋友带来哪些实

实在在的红利呢？《农村公路中长期发展纲要》描绘
了未来15年、乃至更长时间我国农村公路发展的蓝
图——到2035年，形成“规模结构合理、设施品质优

良、治理规范有效、运输服务优质”的农村公路交通运
输体系，“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孙文剑分别从“路、客、货”三个维度进行了说
明。在“路”的维度，要实现现有的路提质升级，新建
的路更多向进村入户倾斜，基本实现乡镇通三级路，
解决“会车难”的问题。在“客”的维度，实现网络全覆
盖、公交化运行，让农民群众“行有所乘”，安全出行。
在“货”的维度，将提升物流网络覆盖率，畅通“最后一
公里”，让农民群众在家门就能发件、收件。

孙文剑表示，最终目标就是要基本实现城乡公路
交通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的
交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435万公里
■郝 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