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行情情差差，，养养猪猪户户纷纷纷纷缩缩减减规规模模
有的半年不敢补栏，有的砍掉三分之二存栏量

莱山区董家庄刘俊卓夫妻
俩养了130多头猪，但母猪数量
少，平时都是到散户家直接买小
猪。“往年都是3个月抓一次小猪
补栏，但今年行情不好，现在快
半年了，一直也没再抓小猪。”刘
俊卓说，最近一次补栏还是去年
11月份，当时猪价还很高，一头90

斤左右的小猪要花费近1000元。
“看看现在的行情，哪还敢

补栏？上一批价高的时候买进的
猪崽，等猪长大了该出栏了，价
格又跌得这么厉害，这半年又白
干了。”刘俊卓妻子搓着双手低
头说，现在家里有40头猪该出栏
了，孩子上高中也等着用钱，但
卖一头猪赔好几百，想一想都心
疼。

与刘俊卓一样，莱山区董家

庄养猪户董光磊也在控制养殖
规模，去年他养的猪有300多头，
但今年行情不好，无奈只好淘汰
了一些母猪，缩减了养殖规模，
现在只剩下100多头了，砍了三分
之二。“以前这些猪舍都是满的，
今年有多半闲下来了。”董光磊
指着一排空荡荡的猪舍说，以前
忙不过来，还专门雇了两个人管
理，今年把员工都辞掉了，他一
个人打理。

据了解，一般自繁自养的养
猪场，猪的年出栏量是产崽母猪
头数的20倍。也就是说，减少一
头产崽母猪相当于减少20头的
年出栏量。因此不少养殖户都趁
着这个时候，将一些老弱病母
猪、产崽量低的母猪淘汰掉，同
时处理一部分质量差的生猪，以

此来调控出栏量，减轻压力。
有的小养殖户直接关门不

干了。“不赚钱还往里搭钱，不少
人都关门不干了。”刘俊卓说，在
距离他猪舍的不远处，有一家养
殖户，以前养了100多头猪，现在
已经关门了。记者来到刘俊卓所
说的养殖场看到，养殖户家大门
紧锁，一排整齐的猪舍空空的，
邻居说，这家已经不养猪了，夫
妻俩都上班去了。

从烟台市畜牧局了解到，生
猪养殖有一定的市场规律，一般
涨幅周期在3年左右。但近几年
周期缩短，5年可以有3次涨幅周
期，一些养殖户承受不起纷纷关
门转行，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承受
风险能力强，只能苦等行情好
转。

本报记者 李园园 李静

生猪行情涨涨跌跌都属正
常，但在看跌的时候，怎么尽量
减少各方损失，是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怎么解决“肉贱伤养殖户”
的问题？专家建言：政府部门应
加强宏观调控，并及时发布指导
信息。

猪肉价格高，养殖户盲目进
入市场，扩大规模，从而导致市
场供大于求，致使生猪价格下

跌，养殖户受损；在生猪赔钱卖
的情况下，不少养殖户缩减规模
或退出市场，从而导致市场供应
量锐减，猪肉价格上涨，老百姓
为此“买单”。“如此往复，不仅伤
害了养殖户，更伤害了普通消费
者。”鲁东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邓
兆武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
数量庞大，农副产品不能完全按
照市场来，政府应该有个宏观调
控措施，及时发布指导信息，从
而避免这种周期往复的“菜贱伤

农”、“肉贱伤养殖户”问题。
邓兆武认为，对于农副产品

市场，信息应该更透明化一些。
拿生猪养殖来说，在猪肉价格涨
得凶猛的时候，政府应该及时发
布生猪养殖规模、存储量、市场
供需量等信息，为养殖户提供参
考，避免养殖户盲目跟风、扩大
规模，从而避免下一个周期的产
能过剩问题。在猪肉价格下跌的
时候，也应该发布提醒，使得养
殖户可以根据发布的提醒信息，

从而确定养殖规模等。“稳定产
能才能避免出现这种大幅涨跌
的周期变化和伤害。”

此外，邓兆武建议，养殖户
应该提高养殖能力，发展绿色、
特色农副产品，从而不被市场
淘汰。“市场淘汰的往往是大众
化的产品。”从这次降价看，普
通生猪价格降得离谱，而绿色
猪等特色猪受影响较小，这就
告诉养殖户，要发展特色农副
产业。

“肉贱伤养殖户”咋避免？专家建言：

政政府府加加强强宏宏观观调调控控，，及及时时发发布布指指导导信信息息

其实，政府部门也在积极
探索解决“肉贱伤养殖户”的问
题。

据了解，为进一步抑制生
猪价格下跌，保护养殖户利益，
维护市场稳定，3月2 7日，国家
启动了今年第一批冻猪肉收储
政策。烟台市畜牧局科技科刘
科长介绍，下一步畜牧局将在
引导养殖户理性发展生产上狠
下功夫，尽量减少养殖户见赚
钱就跟风搞养殖，赔钱就消极
关门的情况。

市畜牧局工作人员分析，
从目前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情
况看，生猪产能仍处于正常偏
高水平，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
仍会持续一段时间。预计上半
年猪市行情较为低迷，大量母
猪将被淘汰，促进生猪养殖结
构调整。

本报记者 李静 李园园
通讯员 孔凡虎

上月底国家启动

冻猪肉收储

面对整体低迷的畜牧生产
形势，烟台市畜牧局将加强市场
监测预警，密切关注畜牧生产动
态，科学分析价格变动原因和影
响，及时帮助养殖场户掌握市场
行情，增强防范市场风险的能
力。同时将组织科技人员进场入
户，强化技术培训与指导，手把
手、面对面指导养殖场户优化生
产结构、改善饲养管理、发展适
度规模养殖，达到节约养殖成
本、增加养殖效益、稳定生产能
力、保障市场供给的目的。

同时，鼓励发展规模型养殖
场，大力推广“仙坛模式”，鼓励
引导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采用
合同、契约等形式，与畜禽养殖
场户建立起“利益均沾、风险共
担”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更多
的养殖场户纳入产业化经营范
围，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还要在抓好畜禽强制免疫
工作的同时，切实抓好畜禽流行
病学、病原学的调查和预警预
报，抓好畜禽流行病防控技术的
科技攻关和推广普及，有效控制
畜禽流行病的传播和蔓延。

本报记者 李静 李园园
通讯员 孔凡虎

畜牧部门

鼓励发展规模养殖

本报记者 李静 李园园

生猪行情不好，卖
得越多，赔得越多，养猪
户们是怎么应对这种情
况的？记者采访了不少
养猪户，基本都在淘汰
母猪，缩减养殖规模，有
的养殖户甚至半年没补
栏。

为减少损失，部分养殖户只好缩减养殖规模，减少存栏量，一些猪圈因此空了出来。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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