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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催着鸭业升级，熟食加工更赚钱

山山东东鸭鸭子子该该““熟熟””了了
“整个养鸭产业宁可不要了。”临沂环保局局

长赵志德的话体现了临沂保水的决心。畜禽养殖
污染，哪个较严重？肉鸭。

自2014年1月1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
例》实施以来，作为畜禽养殖大省的山东，一场环
保大战的背后，倒逼的是畜禽养殖产业再升级。

将镜头定格在临沂的一
个县，便知道这场环保大战
对鸭业的震动：截至2014年6
月30日，蒙阴县范围内1956
个养鸭大棚完成整治，其中
拆除1819个，拆除率达93%；
转产137个，转产率7%。经过
数月整治，截至2014年6月，
临沂市鸭子的存栏量已经从
去年同期的4016 . 4万只下降
至1488 . 98万只，同比下降
62 . 93%。这是日前本报记者
从临沂市畜牧局拿到的最新
统计数据。

如此大的力度背后是鸭
业的痛：

沂南县有肉鸭散养棚近
万个，高峰时期肉鸭年出栏
量达3亿只，加工量占全国的
三分之一，号称“中国肉鸭第
一县”。多年来养殖户多采用
土养法养鸭，鸭粪大多用水
冲刷随意排放。据统计，全县
目前采取环保措施的养殖户
仅占10%。2013年，在沂南县
反映环保问题的热线电话
中 ，关 于 养 殖 污 染 的 占 了
69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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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稻共生

更保安全
本报实习生 魏吉顺

“水少的时候，稻田里也就是二
三十厘米深，站在田边，可以看见里
面一条条鱼露着半个身子游来游
去，”在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街道办
事处附近的一处稻田里，济南挑替
农业负责人梅王乐告诉记者，这是

“鱼稻共生”生态种植养殖模式在山
东首次试验成功。

单一的水稻生产和水产养殖对
环境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前者有
化肥流失以及农药残留的风险，后
者有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污染的风
险，“鱼稻共生”种植养殖模式能充
分利用自然资源，形成了一个小的
食物链。“鱼类获得了良好的栖息环
境和食物链，它的排泄物还为水稻
提供了养分。同时，稻子上的害虫可
以被鱼吃掉，使水稻可以在不施肥、
不打药的情况下正常生长收获，”山
东省淡水研究所研究员王钦东告诉
记者，“它既缓解了鱼粮争地矛盾，
又净化养殖水体，是可持续发展的
农业生产模式。”

稻鱼除了共生，还能共赢。
因为环境极为苛刻，不管是稻

米还是流入市场的鱼，都称得上是
真正的绿色产品。“成鱼很快就要走
入市场了，现在已经有不少餐厅开
始预订了，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
梅王乐说，按当前的市场价，这些

“绿色”稻花鱼能卖到每斤50块钱左
右，绿色稻米也能比市场上的普通
稻米价格翻出若干倍，“如果纯种植
一般水稻的话，按照现在的行情，一
亩单季水稻一年的利润最多也就一
千块钱，‘鱼稻共生’可就不一样了，
利润比单纯的养鱼、种水稻翻几倍
是不成问题的。”

今年最后一个季度，许
多鸭子屠宰企业将陷入“吃
不饱”的状态，抢夺货源将成
鸭企的第一要务。许多鸭企
都不惜成本，帮助养殖户做
产业升级改造，甚至还引来
了“外行”抄底。

临沂合恒农牧有限公司
是一家肉牛养殖屠宰企业，
却在这次鸭业风波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不仅趁势收购了
部分鸭企，还主动帮助鸭农
做场区的环保改造，“这种做
法是互利共赢的，一方面减
轻养殖户进行环保改造的经
济负担；另一方面公司为养
殖户提供环保改造的技术指
导，最终目的是让养殖户跟
公司达成长期合作的关系，

为公司提供货品源头保障。”
合恒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恩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就
为鸭农做发酵床环保养殖改
造而言，每个万只养鸭棚，养
殖面积需1000多平方，每平
方的垫料成本在50元左右，
每个棚的改造成本就是5万
左右。”无利不起早，王恩宝
心中有数，“未来市场必是供
不应求的局面，另一方面，鸭
子的市场价格已经连续四年
都非常低迷，现在市场正逐
步回暖，价格春天将很快来
临。”记者从临沂市畜牧局了
解 到 ，目 前 白 条 鸭 价 格 为
8500元/吨，比一季度上涨
14 . 1%，比7月份上涨4 . 9%，
未来还有持续上涨空间。

不过，在环保大势及产
业发展趋势下，山东鸭子也
已开始过上新生活，在山东
华兴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兰山
区东朱汪村的肉鸭养殖小
区，记者看到，整个养殖小区
被向日葵、辣椒和南瓜围绕，
没有刺鼻的异味，场主刘超
说：“整个棚区采用的是目前
最先进的养鸭模式，网上养
鸭，网下发酵床处理粪污，为
了提高养殖标准，我还提升
了整个棚的高度，整个改造
花费在10万元左右，华兴公
司为我负担了6万的发酵床
铺设费用，除此之外，每只鸭
苗还为我们补贴0 . 3元。”

在博兴县天鹏鸭业有限

公司的肉鸭养殖场，记者看
到“立体养鸭”的数栋三层小
楼，实现了自动喂料、自动饮
水、自动控温、自动控湿、自
动通风新模式，创造了一个
人养殖18万只的最高纪录，
常规养殖一年6-7批，而新模
式一年可出栏12批。肉鸭每
批只节约饲料0 . 5公斤。

邹平众康高效生态农业
园养鸭场也是一片干净整
洁，该园区利用种鸭粪便作
为沼气发电项目的资源，建
设了日处理粪污300立方米，
日产沼气1200立方米，年发
电65 . 70万千瓦，年产有机肥
5000吨的项目，处理后的污
水流进鱼塘用来养鱼。

养鸭棚排的污水COD浓度上万，氨氮浓度上千，一个养鸭
棚的污染超过一个化工厂。

临沂鸭子在流浪？

鸭企添钱“找饭吃”，外行来抄底

治污逼着养鸭模式升级

本报记者在位于滨州邹
平的山东众康食品有限公司
厂区看到，一座新厂房刚刚
封顶，众康食品公司负责人
贾洪业告诉记者，“新起的厂
房是我们的熟食加工车间，
作为鸭企，不做熟食以白条
鸭为主永远是位于肉鸭产业
链条的末端。”

位于临沂沂南的山东太
合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贺可
斌也深有同感，“温州不养
鸭，当地熟食企业从沂南进
白条鸭。腌制、烹制之后的鸭

舌，论个卖，利润要比我们高
得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山东鸭企的负责人看来，
这场整治给鸭企带来的变化
是可预期的，而且一定会向
好的方面发展，未来环保养
殖、鸭肉深加工是趋势。养殖
量少了，企业就“吃不饱”了。
为了提高冷库、厂房的利用
率，企业只有在丰富产品结
构，改造产业链上下工夫。今
后，肯定要逼着企业搞分割，
搞熟食加工。

温州不养鸭，当地熟食企业从山东进白条鸭。腌制、烹制
之后的鸭舌，论个卖，利润要比山东鸭企高得多。

本报记者 李钢
见习记者 马文文

鸭业养殖污染只是畜禽
污染的一个方面，2013年山
东 省 畜 禽 年 产 生 粪 便 量
1 . 87亿吨，尿液9129万吨。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
防治条例》的施行对山东
来说十分及时”，山东省畜
牧总站畜牧环保科科长侯
世忠告诉记者，目前我省
规 模 化 的 养 殖 企 业 只 有
600多家，其他大部分还是
分散经营的散户。

“我们的生物环保养殖
将大有作为。”条例的实施让
山东华牧天元农牧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玉民兴奋异
常，他以公司独创的肉鸡发
酵床养殖模式举例，在鸡场
铺上以锯末、稻壳、作物秸秆
等作为发酵底物进行培养、
扩繁形成的生物垫料，加入
公司与日本、韩国顶尖机构
合作研发的生物菌种，对鸡

的粪便原位分解，无需清理，
同时抑制霉菌生长，分解霉
菌毒素，“最终达到无臭、无
蝇，脚垫发病率几乎为零，保
健成本降低30%以上。”

同样感到兴奋的还有山
东金龙珠生物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光林，在他看来，条
例此次赋予了有机肥“政策
身份”。条例规定“从事利用
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有机肥
产品生产经营等畜禽养殖废
弃物综合利用活动的，享受
国家规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以及“购买使用有机肥产
品的，享受不低于国家关于
化肥的使用补贴等优惠政
策”，这为有机肥更广泛的应
用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有
机肥行业带来了新机遇。

记者从山东省畜牧局了
解到，到2020年，全省畜禽标
准化养殖比重达到80%，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5%
以上，基本建立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长效机制。

记者观察

养殖污染背后的机会

本报记者 王赟 见习记者 徐颖颖

邹平众康生态园养鸭场，鸭子们在跳“广场舞”。
本报记者 王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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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年底，临沂市环保养鸭普及面达到100%，并且带动
全市发展有机农业50万亩。

不少养鸭人说，鸭子比鸡皮实，不怎么生病，记者从畜牧专
家处也了解到，鸭子的防疫确实比鸡省事。所以一直以来，鸭子
没有被养得那么娇气，生活环境也以简易大棚为主。

逼着鸭业由生到“熟”

本报讯 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
的电商化，正在悄然兴起。日前，沪
上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上海
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已新辟了电商
平台，集聚生鲜电商企业，打造线上
线下新营销方式。

据介绍，今年以来，上海农产品
中心批发市场进出口农产品电子商
务B2B平台已正式上线，对接更多
国家的优质进口农产品货源入市，
并推动进出口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
高，降低流通成本。此外，上农批还
发起成立了上海首个生鲜电商O2O
(线上线下)基地，集聚生鲜农产品
的电商企业，以电商品牌化的力量，
探索线上线下新的营销方式。上农
批的电商平台，将成为“电商们”线
上线下合力的营销品牌，线上的电
商与线下的进口品牌果蔬贸易企业
将联手深入社区、商业广场，组团推
广展销，把体验式采购延伸到消费
者身边。

相关人士说，传统农产品批发
市场的电商化，再加上出入境检验
检疫部门与海关查验场库的入驻，
加快了“上农批”进境水果的通关查
验效率，降低了流通环节的物流成
本，带动了上海及长三角周边地区进
口水果的规模拓展。今年前9个月，

“上农批”总进口水果查验量突破了
20万吨，同比上升了6倍多。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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