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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刚刚过去的6月份，我国
猪肉价格同比上涨81.6%，拉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约
2.05个百分点。这让人不免担心，下半年百姓碗里的
猪肉有保障吗？“二师兄”价格是否会持续上涨？

近日，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通气会，有关负责人
回应了当下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主要指标向好！猪产能加快恢复

生猪生产直接关系猪肉供给。当前我国生猪生
产形势如何？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表示，今年上
半年生猪生产持续加快恢复，新建猪场多，补栏增养
快。能繁母猪存栏连续9个月增长，生猪存栏连续5
个月增长。

能繁母猪存栏量是体现生猪产能的核心指标。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6月份能繁母猪存栏实现同比增
长3.6%，这是自2018年4月份以来首次实现同比增
长；与去年9月份相比，累计增长幅度达到28.6%。

“根据对全国规模猪场全口径监测，上半年有6177
个新建规模猪场投产，去年空栏的规模猪场有10788
个复养。散养户补栏积极性也在恢复。”杨振海说。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辛国昌介绍
说，各地生猪生产恢复向好。6月份，除宁夏外，30个
省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前期降幅较大的南方主产省
份持续快速恢复。15个省份能繁母猪存栏已恢复到
2017年年末的85%以上，13个省份生猪存栏恢复到
2017年年末的80%以上。

供应持续改善
肉价持续大涨可能性不大

监测显示，今年2月份以来，我国
猪肉价格连续3个月下降，进入6月份
开始上涨，7月份第2周（7月6日至7月
12日），全国集贸市场猪肉平均售价每
公斤53.15元，连续6周上涨，涨幅15.6%，但
比2月中旬的高点低6.49元。

猪肉价格为何上涨？下半年会保持上涨趋
势吗？

杨振海表示，这一轮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是消费拉
动，也有一些突发性因素助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3月
份全国餐饮收入同比下降46.8%，5月份降幅已收窄至
18.9%，预计后期餐饮业猪肉消费仍将保持增长势头。

他表示，下半年猪肉市场供应总体是有保障的。目
前生猪存栏和仔猪供给量已连续5个月恢复性增长，预
示7月份以后可出栏的商品肥猪将会逐步增加，猪肉市
场供应将持续改善。同时，今年猪肉进口预计比去年增
加100万吨以上，禽肉产量增加120万吨以上。

“综合分析，三季度之后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将
逐步缓解，下半年市场供应总体是有保障的，猪肉价
格没有持续大幅上涨的基础。”杨振海说。

供需仍偏紧
生猪稳产保供要毫不松懈

下半年如何抓好生猪生产？

杨 振
海表示，当前生猪

生产恢复还存在一些困
难和问题。一些地方养猪积极

性仍然不高，用地、环保、金融等政策
还没有完全落实；产能恢复转化为出栏上市

量增加，需要有一个过程，当前总体供需关系仍然偏
紧；个别地方在非洲猪瘟防控方面抓得还不够紧，稳
产保供任务依然艰巨。

他表示，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近
期将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开展生猪稳产保供
工作和相关政策落实情况督查，对标检查每个省份的
半年目标任务完成进度，压实地方责任。

进一步加快政策落地，加强指导服务。农业农村
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生猪养殖用地、抵押贷款试
点和环评等政策措施，尽快将补助资金兑现到场到户。

杨振海表示，农业农村部将毫不松懈抓好非洲猪
瘟防控，落实落细常态化防控措施，继续开展重点区
域和场点全覆盖入场采样检测，强化出栏检疫、屠宰
监管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措施。

下半年百姓碗里的猪肉有保障吗？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谈生猪生产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近日，走进铜梁区太平镇万寿村，村与村、社与社
之间，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养殖业、种植业等各
具特色，村民们忙碌于其中，脸上洋溢着笑容，生活显
得充实而富足。

近年来，太平镇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的号召，立
足“五个振兴”要求，统筹做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
作，充分调研梳理现有农业产业，并充分利用自然生
态资源，因地制宜，狠抓落实基础设施、基层人、地、钱
等要素，深化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群众脱贫
攻坚，不断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在万寿村6社、7社，大片的富硒橘柚园树叶茂
密，长势旺盛。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正带领建卡贫困户
及周边农户们在林间精心管理。据了解，该项目于
2018年8月引进，总投资约400万元，承包土地300余
亩。富硒橘柚不仅口感好，而且汁多甘甜，入口即
化。2019年试销售5000余斤，市场反应非常好。目

前，富硒橘柚园已基本成型，预计明年挂果约20吨。
这是该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之一，不仅让业主既能照
料家里，又增加了家庭收入。

该村不仅有富硒橘柚园，像桃树、李树、柑橘（耙耙
柑）、花椒等特色产业也各具规模，并由专业合作社引
领，采取公司+村集体+农户的模式，将传统的农民流转
土地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转换，农户每年对果苗进行培
育、养护，项目收益后，村民从中分红，以利益机制持续
推动群众增收。同时，通过电商平台现代化销售模式，
把村里的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产品市场供不应求。

万寿村的养殖业也十分发达，小龙虾、养猪场、工
厂化养兔等都已成气候。尤其是工厂化养殖兔基地，
完全实行现代化的标准化管理，通过专业化分工，社
会化服务，程序化操作，使养殖科学化、现代化。现
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意识的增强，市
场对兔肉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同

时还表现在质量上，安全、优质、营养的绿色兔肉更受
人们的喜爱。因此，该村年出栏商品7万余只的优质
鲜兔，在铜梁城区的各大饭店一抢而空。

目前，太平镇依托特色产业，通过实施绿道公路、
农户房屋立面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一系列项目
建设，村容村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该镇
又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优良的农村环境发展特色
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推动了现代乡村
的良性循环发展。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太平镇相关负责人告
诉笔者：“太平镇将继续围绕区委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六要’路径，强化统筹、盘活资金，建立健全集体
经济三方利益联结机制，不断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增收
渠道。”当前，太平镇更以勇往直前的气势，全面按照
市、区的工作要求，夺取脱贫攻坚战的最后胜利，持续
推动乡村振兴。 文/胡进云

特色推动乡村振兴 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通讯员 向真）为助力石柱县现代山地
特色农业“4个30万”工程建设，助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近日，石柱县农技协联
合会召开石柱县现代山地特色农业发展研讨会。

会议邀请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医疗大
健康创新国际运营中心运营总监王坤龙、中国优质
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道地中药材种植加工分会西南
片区主任冯坤等有关专家对石柱农业产业发展情况
进行实地调研，组织石柱县科研院所、乡镇基层科
协、农业企业围绕推进石柱县农业产业化发展进行
交流研讨。

与会专家指出，石柱县广大农村拥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农产品是乡村最好的馈赠，积极发展乡村农
产品是大势所趋。石柱县农技协联合会将以此为契
机，紧紧围绕风情土家、康养石柱的形象定位，以康养
作为突破口，引智聚力县、市、国家级专家资源，团结凝
聚广大会员单位，助力现代特色山地农业产业发展。

石柱县农技协联合会
召开现代山地特色农业发展研讨会

脱贫攻坚是全社会的责任。近年来，秀山县
农学会进一步将扶贫工作向前推进，在脱贫攻坚
的路上敢担当、有作为。

秀山县农学会为了扶贫工作，走遍秀山县乡镇
街道以及部分村社，搞调研、写论文、编资料等。如
何找准扶贫项目，秀山县农学会经过认真研究和考
察，根据当地气候、土壤和环境，决定将核桃和马铃
薯作为重点帮扶产业。

在核桃产业上，全县现有种植面积 1.5 万亩、
42 万多株，分布在秀山县的隘口镇和乌杨街道
大田坝村。秀山县农学会时常组织专家到基地
对核桃栽培、花期、挂果等进行技术指导，还在隘
口镇富裕村建起了核桃管理技术学校，培训人员
100多人次。同时协助当地村委会利用核桃基地
种植林下经济作物，如魔芋、土豆、雪莲果等。同
时，秀山县农学会还筹集资金4.06万元用于举办
培训班，运送化肥、农药，发放技术资料和开展核

桃品尝会等开支。先后举办培训班18期，培训人
员7000多人次。

为了打造品牌，秀山县农学会协助基地、村社依
托四川省绵阳德生皇食品公司，建起专家大院和核
桃加工中心，以“食明智”“富裕”为商标，做大做强核
桃品牌。目前，全县核桃长势好，部分已挂果。

马铃薯也是农村经济的一大产业，秀山县农学
会根据全县的实际情况，引进马铃薯新品种西森6号
440多吨，分别在秀山县的乌杨、平凯、清溪等21个乡
镇、街道种植，栽种面积2327亩，种植户达343户。
以起垄栽培+专用肥料+绿色防控+分级销售的模式进
行推广。与当地老品种相比，新品种西森6号马铃薯
亩产2064.74公斤，增收835公斤，增效1600元以上。

同时，秀山县农学会对秀山的粮、油、蔬菜、鱼类
等产业同样进行跟踪服务，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展
农村经济而不懈努力。

（记者 杨登平）

秀山县农学会脱贫攻坚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