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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摆的是鸡鸭宴，吃的是信心
山东家禽业举办论坛，探讨消费心理和行业应对

本报济南5月16日讯（记
者 孟敏 实习生 贾景媛）

不想吃鸡、不敢养鸡、不愿
给养鸡厂贷款，记者了解到，
消费信心不足、养殖信心受
挫、银行信心缺乏是肉鸡养殖
业面临的三大信心难题。

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王金友说，这一次对家
禽业影响最大的是消费者的
消费信心丧失，要恢复这个信
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有人说
早晚得暴涨，但时间要长一
些。有些单位为了怕出事，甚
至不上鸡了。“学校、餐馆统一
不上鸡肉了，大型企业不上
了，部队不吃了，产出鸡肉却
都不吃了怎么办？”

信心受挫的不仅是消费
者，生产者的信心也出了问
题。“不少人觉得接触家禽是高
危行业，不敢从事这个产业。”
王金友记得疫情报道一出来
时，养鸡的不管价格高低，都把
鸡甩出去，决定暂时不养了，厂
里的工人也掉着泪销毁鸡苗，
饲料相关行业都受到了影响。

在兖州绿源食品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从祥看来，避风头
的养殖户不在少数，很多养殖
户对养鸡产生了恐惧感，“宁可
不养鸡，也不能得禽流感。”4月
中旬，张从祥公司的鸡苗价格
大幅下跌，既然卖不卖都是赔，
不少鸡苗遭到直接销毁。

如今，张从祥明显感受到
从银行借款的难度加大了，银
行总是派人下来考察，对肉鸡
养殖行业的信心不像之前那么
充足了。卓翔畜牧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陈汉学接待银行负责放
贷的工作人员也更加谨慎了，

“需要有信心，才能贷到款”。

本报济南5月16日讯（记者
张頔） 炸鸡翅、烤鸡腿、鸡肉丸
子、盐水鸭……20多种鸡鸭食品
在餐桌上一字排开，政府官员、
家禽企业老总、消费者代表排队
选取品尝。5月1 6日召开的家禽
业高层论坛的尾声，一场鸡鸭宴
表现出了家禽业对恢复市场信
心的迫切要求。受H7N9流感重
创的家禽业里的各家企业，急需
市场重新树立信心。

5月16日上午，2013山东家禽
科学养殖与健康消费高层论坛在
济南举行，本次论坛由本报与省畜
牧协会、省烹饪协会共同发起主
办。来自省畜牧兽医局、省农科院

及各大高校、龙头企业的业内人士
共聚一堂，围绕正确认识H7N9、客
观公正了解家禽产业、禽肉与健康
营养、禽肉与消费误区、国外禽业
发展及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等内容
展开了讨论。

山东省畜牧协会会长张洪本
介绍，山东是个养禽大省，2012年
全省家禽饲养量达到49 . 9亿只，占
全国的近20%，肉鸡、肉鸭养殖量
居全国首位。H7N9流感对山东省
的家禽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市场滞
销造成整个行业的连锁反应，饲
料、兽药的生产量大幅度下降，加
上工业收入吃紧，整个行业步履维
艰。

参会的家禽企业家认为，尽管
至今全国从未在肉鸡养殖场和屠
宰场检出H7N9流感病毒，全国上
千万与家禽密切接触的养殖加工
人员也没有一人感染，但在该病毒
的命名上，一个“禽”字让消费者谈
鸡色变，导致消费市场冰冻，整个
产业链条封堵。这主要是消费者对
现代家禽养殖业不了解造成的误
判、误伤。如不及时沟通，这种误解
还将对国内整个家禽养殖业造成
更加深重的伤害。

据山东畜牧行业内统计，去年
山东禽肉产量高达 6 3 7万吨，占
全省肉类总产量的43%。也就是
说，山东人每消费10斤肉品，有4

斤多是鸡肉。
“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市场信

心，让大家重新把鸡鸭摆上餐桌。”
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
金友认为，这一次对行业影响最大
的是消费者的信心丧失了，要恢复
这个信心需要企业、政府和媒体的
共同努力。

讨论结束后，与会部门领导、
专家学者、企业高管与本报公开邀
请的30名消费者代表参加了由肉
鸡及肉鸭组成的全禽宴。

“鸡肉能做出这么多花样，不
吃真是亏了。”一位消费者代表说，
今天听专家讲了才知道，原来鸡肉
不仅安全，营养还这么丰富。

肉鸡养殖业

面临信心难题

一个月，鸡苗从两毛涨到近两块
我省肉鸡养殖生产逐渐回暖，但消费市场暂不买账
本报记者 张頔

本报济南5月16日讯（记
者 张頔）“日本人这么讲
究食品安全都照常吃中国生
产的鸡，怎么国内的消费者就
不敢呢？”在家禽论坛上，从事
外贸的家禽企业纷纷建议，市
民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不
必“谈鸡色变”。

记者从山东省畜牧协会
了解到，目前山东家禽产品的
出口占全国的60%，几家大型
龙头企业基本都是向日本出
口，每年的出口量有20多万
吨。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王金友说，在国内都不吃
鸡肉制品的情况下，他们的产
品仍一直在向日本出口。

王金友介绍，日本既报道
中国有H7N9流感的发生，也
会报道充分加热的鸡肉是安
全的。“日本人都敢吃我们的
鸡，国内消费者却有些信心不
足。”

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也是鸡肉出口大户，2011
年，该公司出口鸡肉产品4万
吨，占全国对日、欧出口总量
的近四分之一，并连续四年稳
居中国首位。公司总裁李忠平
介绍，在最近一个多月时间
里，国内的鸡肉销量下降了
50%多，出口日本的鸡肉制品
却增加了20%。

青岛一企业：

鸡肉内销降一半

出口增两成

记者了解到，肉鸡养殖业

慢慢开始复苏，被视作养鸡业

兴衰晴雨表的鸡苗价格也触

底反弹。养殖户逐步购进鸡苗

重启养殖周期。虽然上游环节

已经启动，但市场终端的情况

并不乐观，集体采购的缺失增

加了家禽企业的库存压力。在

从业人员看来，只有打通销售

渠道，拉动市场消费，才能让

产业链正常运转起来。

“最近，鸡苗的价格一直往上
走，经过这轮反弹，再度下跌的可
能性很小。”常伟供职于济南康普
赛恩生物科技公司家禽事业部，之
前，他每天的心情都随着鸡苗的价
格上下摇摆。在各养鸡企业之间每
日奔波的他，一直期待肉鸡价格止
跌回升的迹象。

常伟介绍，鸡苗的价格往往被

视作养鸡场兴衰的晴雨表。现在的
鸡苗价格是1 . 9元/只，但以往的
成本价是2 . 5元/只，这样一算，
鸡苗仍是赔钱的。“不过相比4月
份0 . 2元/只的历史最低价位，反
弹的力度已经很大了。”常伟说，
禽流感来得突然，当时价格被砸
得太厉害，市场恢复难免需要一段
时间。

对于生产端的复苏，淄博市的
养鸡户陈汉学感觉更为明显。4月
中旬，H7N9开始重创禽肉市场，受
此影响，大部分养殖场已停止购进
鸡苗，鸡苗的价格也由往常市场价
2 . 7元/只跌到了1 . 0元/只。这个时
候，陈汉学逆流而上低价进了3万
只。购进鸡苗的第二天，价格跌到
了0 . 8元/只，几天之后，鸡苗价格

跌至了0 . 2元/只的历史低位。
“现在其他养鸡户都缓过神

来，又开始进鸡苗，所以价格又
涨了回来。”陈汉学说，和养殖不
同的是，加工屠宰这个环节一直
都没停，大型肉鸡养殖企业的冷
库早就感受到了库存压力。“如
今生产端回暖，就等着市场来消
化库存了。”

虽然养殖生产已慢慢启动，但
消费端似乎对肉鸡还是无动于衷。

据山东省烹饪协会负责人介
绍，山东是畜牧业大省，也是餐饮
大省、食材大市场，畜牧业形成的
食品加工产业规模在国内数一数
二。但禽流感的风波让人们都不敢
吃鸡、鸭、鹅、鸽子。往年4、5月份，

烹饪行业的增长率都在20%左右，
现在连两位数都到不了。

“连黄焖鸡店都改卖排骨了，
现在想吃鸡真得多走几家店。”一
位参与家禽论坛的消费者说，他老
家在济宁，前段时间表哥结婚，按
照当地的风俗，婚宴一般都会上只
烧鸡来讨个“大吉”的彩头。“想要

活鸡，市场上愣是找不到卖的。”
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王金友对市场端的低迷有更深
体会，实际上个人零售只占市场份
额的一小部分，最可怕的是集体采
购的全线暂停。“有些单位怕出事，
学校、餐馆统一不上鸡肉了，大型
企业不上了，部队不吃了，这一下

就把市场出路给堵住了。”
王金友介绍，现在市民在酒店

吃饭，标准桌餐里也都把鸡鸭去
掉，想加只扒鸡都不容易。但也可
能酒店怕采购了鸡卖不出去，所以
老百姓不吃、酒店超市不进。虽然
生产端已经回暖，但市场终端打不
通，整个产业链就没法理顺。

“别看现在肉鸡市场这么不景
气，但人总得吃鸡，几个月后价格
可能会出现报复性上涨。”王金友
说，2004年，家禽业经历过禽流感
的考验。当时受疫情影响，市民也
是不敢吃鸡，鸡肉价格最低跌到
8000元/吨，“但转过年来就涨到
17600元/吨，价格翻了一番，最终
还是消费者买单。”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次人
感染H 7N 9流感比 2 0 0 4年真正
的禽流感疫情影响范围大、时间
长，对行业的打击也是巨大和沉
重的。孵化的种苗、饲养的商品
鸡流通受阻，大部分种禽生产、
加工企业步履维艰。根据疫情发
展趋势来判断，影响持续时间至
少要 3个月甚至半年以上，行业

代偿性恢复发展也要2-3年。
王金友介绍，应对市场滞销

的肉鸡，政府应参照猪肉储备办
法，对4—6月份出栏的部分肉鸡
进行收购、加工、冷藏、储备以稳
定市场。根据过去经验，暴跌之
后是暴涨，储备鸡肉到时能平抑
物价；政府给予流动资金支持，
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努力增加对

禽类养殖户和收购加工企业的
流动资金贷款，由财政给予贷款
贴息支持。

“今天畜牧局组织的鸡鸭宴效
果就很好，其实只要引导恰当，家
禽业很快就能复苏起来。”王金友
说，政府应鼓励机关部门、事业单
位、科研院校等机构带头消费家
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应对滞销：政府可储备鸡肉、给予资金支持

产销断点：集体采购暂停堵住市场销路

养殖回暖：鸡苗价格触历史最低价反弹

论坛的午餐是鸡、鸭等禽类
制品，参会人员尽享美食，一会儿
就清盘了。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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