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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速成”本没错，乱养才是祸
养殖模式落后使“速成鸡”变成“药残鸡”，产业升级是唯一出路
本报记者 李岩侠

我省开始探索“健康”养殖模式
自然养殖、生物防治等开始进入推广阶段
本报记者 李岩侠

据了解，质量安全和药残、环
境污染曾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规
模养殖中遇到的问题。但是这几
年欧美国家开始讨论健康养殖、
动物福利，并给予立法保障，比如
对养殖密度、母鸡母猪活动空间
都有具体的规定。

“为什么我们的养殖技术越
来越先进，养殖的现代化水平也
越来越高，但是动物的疫病却越
来越多、死亡率也越来越高、养殖
效益也越来越下降呢？为什么好
的养殖条件与养殖效果却成反比
了呢？”在一次国际畜牧养殖专业

讨论中，国内有专家断言，无论是
国内还是国际，现在的养殖领域
误区很多，不科学现象非常严重。

采访中更有一些专业人士戏
言，现在大多数畜禽的死亡：一是
药死的；二是撑死的；三是憋死
的。记者了解到，他们所言的这

“三种死因”主要是指现代规模养
殖中养殖密度大、防疫用药次频
量大，养殖过程中营养过剩，生长
环境空气污染严重、情绪压抑等。

省内一动物营养专家告诉
记者，这些年，我们的养殖技术
和理念，更多的是去研究和关

注动物的生理性生长需求，很
少有人去研究动物本身的心理
需求，去考虑动物的“心情”问
题。畜禽心情好了，生长速度也
快。反之，生长慢，效率低。

我省一直是全国畜牧生产大
省和出口大省。我省的禽肉出口
量多年保持全国第一，产量占全
国2/3以上。专家们表示，养殖模
式、产品质量要求也必须“与此俱
进”，养殖大省也应该在养殖模式
创新和技术创新上走在全国前
列。

据了解，我省在自然养殖、微

生态饲料、生物防治、中草药防治
上已有许多探索，并成功进行试
验，已开始进入推广阶段。

“我国的养殖方式和改进力
度，虽然目前还达不到欧洲要求
的这个水平，但也应早作应对。”
省内一位养殖专家认为，虽说当
前我国的一些硬件设施和管理已
逐步与欧美接轨，甚至有的企业
生产条件还超越了国外，但是一
些生产性能和水平还是赶不上人
家。他希望这次“速成鸡”事件能
推动我国的动物饲养模式和水平
有一个大的提升。

像添加剂等许多食品安全
事件一样，人们对“速成鸡”问题
的认识也经历了媒体曝光、专家
辟谣、公众反讥抨击、认识深入
几个过程。这个事件中，公众的
反专家反权威情绪表现得更突
出，而涉事行业专家和管理部门
表现得更积极坦诚，曝光事件正
在推动着我国的肉鸡行业向着
转型升级安全健康的方向发展。

其实公众对快大型肉食鸡
的质量质疑早已不是这一两年
的事了。有关肉食鸡抗生素超
标、激素超标的说法早在社会上
传播已久，称肉食鸡会导致少儿
性早熟等等。可以说，这次央视
曝光速成鸡是对长期以来肉食
鸡安全问题的发酵和激化。

在此次速生鸡曝光事件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管理部
门和专家面对曝光没有沉默、回
避，更没有掩盖或听之任之，而
是积极回应、及时组织企业检讨
反思生产中的问题。

同时，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
也在主动反思，快大型白羽肉鸡
在中国发展已经30年了，为什么
已存在多年的用药方式和屠宰
环节一经报道即给行业灾难性
打击？为什么出口的鸡肉可以达
到发达国家的严格检验，而国内
肉鸡质量却存在如此多的问题？

“速成鸡”事件引爆了这场
肉鸡行业的革命，有望成为行业
转型升级质量提升的新起点。

本报记者 李岩侠

行业受创已经客观存

在，行业反思也在进行。1月

15日的山东白羽肉鸡大型龙

头企业座谈会上，益生、民和

包括被曝光的新希望六和及

盈泰等几乎省内所有龙头养

殖企业老总悉数到场。会议

主题只有一个：解剖反思。话

题也只有一个：追根求源，如

何管好这只让人们又爱又怕

的“速成鸡”？

一个多月来，记者循着

整个养殖环节的各个节点和

曝光事件中显露的一系列疑

点来探寻发现，过度用药和

养殖模式等成为“速成鸡”向

“药残鸡”异变的主要祸首。

省内一家养鸡场，养殖技
术已经非常先进。 (资料片)

用药误区 药越用越多，病越防越多，陷入恶性循环
“消费者最担心药残，其实我

们也最担心药残。养殖业的确存
在过度用药、残留难控问题，这也
是肉品质量最大的软肋。靠企业
自律难以保障产品质量。”民和股
份董事长孙希民表示。

青岛九联集团董事长王振江
坦言，为了防止疫病群发和外界
感染，规模养殖中进行适当的预
防防疫是必须的。如果养殖场完
全按照养殖规程操作、保证用安

全药和在安全期内用药，在出栏
前的10-14天里(禁药期)不用药，
通过鸡的自体循环排泄，药物残
留是不会超标的。

但是，由于行业扩张快、竞争
加剧，养殖密度越来越大，防疾难
度逐年加大，一些养殖户担心一
旦染病全军覆没，从鸡苗一进棚
就开始大量使用抗生素进行预
防，并且用药量越来越大。

“其实，由于刚出生10天左右

的小鸡有母体免疫是不用再免疫
的，但是出于不放心，养殖户往往
会提前免疫。按说抗生素是用来
治病的，不是用来防病的，人们不
会因为担心感冒提前给孩子吃抗
生素，但是养殖场却会在鸡未患
病前用抗生素。”养殖业人士告诉
记者。

养殖场(户)给畜禽大量用
药，不是因为有疫情而是图个心
安。同时，养殖场用药还存在“群

防群治”问题，一个得病，全群吃
药。而且重复吃药现象严重，如饲
料里面已经添加了，养殖场(户)
在日常生产中还要再添加一遍。
全年常态化用药保健，造成菌株
耐药性增强，不发病则已，一发病
就是大损失。养殖业步入了病越
防越多，越多越防的恶性循环。有
资料表明，有养鸡场死亡率高达
75%，其实一大部分不是病死的，
而是被“药死的”。

模式之弊 “公司+农户”模式给乱用药开了“绿灯”
消费者最关心的是肉品安全

有无药残，而养殖企业最关心的
是肉鸡怎么才能长得快不生病。
怎样实现这个矛盾平衡，是对养
殖业的考验。

“现有的养殖模式存在问题，
尤其是‘公司+农户’合作模式是
当前肉鸡养殖业的短板。”2012年
12月18日，央视曝光山东六和等
个别养殖户滥用药物的当天，一
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被曝光企

业的养殖模式存在弊端。
据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寿纯介绍，肉鸡养殖发展
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公司
+自养”模式，可以避免养殖环节
非法人为添加，但对企业的资金
和实力要求比较高；二是“公司+
合作场”或者“公司+农场”模式，
这种模式合作紧密，品控也有保
障。目前美国等国家大部分采取
这种模式；三是“公司+农户”模式

或者“公司+(中间商)+农户”模
式。这种模式开始发展时对于产
业带动性非常强，但不稳定，最容
易出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六和、盈泰在
养殖模式上以“公司+农户”为主。
即，由公司通过中间商(俗称“鸡
头”)向农民合作养殖户统一提供
鸡苗、统一饲料、统一技术指导、
统一回收成鸡等。这种松散型的
合作中，公司很难控制养殖户用

药用料和非法添加问题。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公司副

董事长黄炳亮就这次事件向同行
和社会道歉。他直言，眼下商品鸡
养殖成了产业链条上最薄弱环
节。由于资金、土地限制，“自养
式”发展模式受到较大的限制，

“公司+农户”模式因为“鸡头”原
因又不能与农户实现紧密对接，
公司无法对农户进行有效监管，
药残等质量隐患由此而生。

监管短板 生物安全隔离区“不安全”，检测形同虚设
“药越用越多，环境越来越

差，疾病也越养越多，抗药性越来
越强，现在养鸡太难了。”在高密、
诸城、招远，记者跟肉鸡养殖企业
养鸡人交谈中，几乎每一个养鸡
人都会抱怨肉鸡难养。其中，环境
污染、环境条件差是当前疾病多
发、病毒感染的一大重要因素。

他们告诉记者，从内部环境
上来讲，目前部分散养户和小规
模养殖场的软硬件设施都较差，
相对于国内外的先进企业，有的
生产条件甚至可以用恶劣来形
容。如养殖密度过大，鸡舍内的氮
气浓度超标严重，氧气不足，通风
设备陈旧，粪便处理不当，都会造

成疾病多发。
外部方面，没有生物安全隔

离区，或者隔离区条件不够、管理
不严，外来污染，车辆运输污染，
人与禽交叉污染等，甚至一场沙
尘暴带来的细菌和病毒，都会导
致一场大的疾病。

此外，还有政府监督和检验

检疫问题。检疫人员少，标准太
高，不切合实际令国内检验检疫
标准形同虚设。同时，目前屠宰场
过多过滥，宰前检验设备缺乏，监
督跟不上等，也容易导致超标鸡
直接流入消费环节。孙希民认为，
独立的屠宰场应控制数量，多发
展自繁自屠的屠宰场。

格记者手记

“速成鸡”事件

是灾难也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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