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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内人士呼吁，当
前疫情已对我国家禽养
殖业造成严重影响，加之
该行业抵御市场风险能
力差，希望国家给予政策
扶持，促进行业尽快走出
低谷，保障2020年肉类
市场供应。

一是对家禽企业实
行财政补助。对家禽生产
固定投资项目给予专项扶
持，适当减免家禽企业所
得税等税费，给予养殖户
贷款等资金政策支持。

二是建立禽肉临时
收储制度。目前，屠宰企
业禽产品滞销，建议由政
府来收储当前滞销的禽
肉产品，可用于下一季度
的投放，保障市场供应。

三是保留活禽交易
市场。在疫情防控期间，
许多地方的市场监管部
门实行“双禁”措施，即

“禁止市场活禽交易，禁
止市场活禽宰杀”。

权威机构证实，疫情
发生与活禽交易没有关
系。我国80%的黄羽肉
鸡为活禽销售，全面取缔
活禽交易，将给该产业造
成致命打击。

“产业低迷期，对企
业来说反而是个机会”，
宫桂芬说，只要坚持住，
等市场消费完全恢复后，
必将迎来更好的发展。

中国畜牧业协会禽
业分会预测，下半年，在恢
复性消费以及“双节效应”
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预计
鸡蛋价格将温和上涨，鸡
肉价格也将好于上半年。

杨海洪已经享受到
了政策的关照。最近，他
的养殖公司通过政府协
调，贷款290万元，已投
入下拨到养殖业务之中。

谈起疫情带来的损
失，他虽然心疼，但对未
来仍有信心，“养了20多
年鸡，这样的挫折不算什

么，我对下半年行情还是
很看好的。”

并不是每个养殖户
都像杨海洪这样幸运。
有人直言，地方政府不来
找麻烦就可以了，就怕风
一阵雨一阵，这么做不
对，那么做也不对。

自称“小打小闹”的
田茂才，也是一头雾水：

“我养了快20年鸡了，谁
管你，还给你扶持？”田茂
才决定先按兵不动，“看
看市场行情”，再决定要
不要继续投入养殖业。

（应受访者要求，田
茂才、王宇彦、李俊民为
化名） （新华每日电讯）

有点“蔫”的家禽市场
如何重新“飞”起来

“不想再提那些伤心事了。”在被问到疫情带来的损失时，山
东临清的养殖大户杨海洪说。1月下旬，随着疫情在全国蔓延开
来，一些地方纷纷采取限行、封路等强制措施和手段，防控疫情扩
散。交通的阻断，给家禽养殖业带来重创。

杨海洪就在那时，亲手埋掉了上万只肉鸡。“初步测算，从疫
情暴发到3月15日，我国家禽产业主要品种，饲养环节损失了
150多亿元。”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秘书长宫桂芬说。

2月10日，杨海洪请人挖了一
个大坑，把两万多只活鸡扔进坑
里，洒上石灰消毒，再用土填埋。

那一天，是他感觉最困难的时
候。

“从初二开始，饲料就进不来
了。眼看着库存越来越少，心里也
越来越着急”，杨海洪向记者聊起，
自己是怎么决定“埋鸡”的。

一开始，他选择逐渐减少给鸡
喂食。实在没有饲料了，又不知道
疫情啥时候结束，饲料能不能补得
上，只能狠下心“处理”这两万多只
肉鸡。

疫情暴发时，杨海洪存栏的还
有6万只蛋鸡，同样也需要饲料。
他所采取的办法，就是给它们强制
换羽。

所谓强制换羽，就是“饿起来，
不给饲料只喂水”，这样蛋鸡将停
止产蛋、体重下降、羽毛脱落。坚
持半个月后，再给蛋鸡重新喂食，
逐渐增加饲料，再过半个月，鸡会
慢慢长出新的羽毛，进入下一个产
蛋高峰。

“现在养鸡，一般不会强制换
羽。我当时也是没办法，饲料实在
买不到啊。况且就算想方设法搞到
了饲料，鸡蛋照样运不出去，不好
卖，还是一样赔钱。”杨海洪叹息。

他不得不用强制换羽的办法，

让鸡停止消耗饲料、停止产蛋一段
时间。由于肉鸡无法强制换羽，只
能忍痛埋掉了。

同样的困境，湖北养殖大户丁
庭辉，则选择给蛋鸡减少饲料。“知
道强制换羽，可我没有弄过，担心
效果不好。”

丁庭辉养了18000只蛋鸡，一
天要消耗3600斤饲料。那段时间，
饲料减到2000斤，只能喂个半饱
儿。“我当时想，鸡能保命就谢天谢
地了。”

饲料减少后，产蛋率有所下
降。即便如此，由于交通管制，这
些鸡蛋一直卖不掉，只能堆在库房
里。

“春节和春节后下的那一拨鸡
蛋，现在很多都已经放坏了”，丁庭
辉苦笑着说，因为这次疫情，真亏
了不少钱。

在杨海洪看来，受损最大的还
是肉鸡养殖户。他告诉记者，去年
下半年，猪肉价格上涨，把鸡鸭价
格也带上去了，投入养鸡养鸭的养
殖户一下子特别多。

“元旦过后，出栏的鸡明显增
多，价格开始走低。很多人又把希
望寄托在过年上，希望春节期间或
节后卖个好价钱”，杨海洪说，大家
都没想到疫情突然暴发，完全没有
反应时间，鸡更卖不动了。

疫情期间，养殖户通过各种方
式自救。山东德州肉鸡养殖户田
茂才，从2月中旬开始微信卖鸡，花
了半个月时间，把自家4000多只
鸡卖掉了。

“也是贱卖”，田茂才跟记者算
了算账，养鸡加卖鸡，辛苦了两三
个月，还是赔了一万多。

“卖鸡那十多天，特别辛苦，早
上5点多起床，晚上十一点多才休
息。”田茂才和老婆、儿子一块儿，
把所有时间精力都投进去了。

他还请了好几位亲戚朋友帮
忙，一位放血，一位烫鸡毛，一位给
鸡脱毛，还有两位负责摘毛。

田茂才和儿子天天开车给买
家送鸡，“我和儿子车的后备箱，现
在一打开，都还有股鸡屎味。”

谈起损失更严重的同行，田茂
才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刚在朋友
圈卖鸡时，我给一个卖鸡药的河南
人打电话说，这边市场都关了，鸡
不好卖。”“没想到，他说他那边更
惨，封路饲料进不来，鸡也卖不出

去，养殖户有的鸡全饿死了，有的
直接挖坑把鸡埋了。”田茂才说。

在宫桂芬看来，疫情对经济社
会运行影响较大，各行业都有损
失。家禽养殖业遭受重创，与很多
地方对活禽运输、活禽交易的不合
理管控有关。

“很多会员企业向我们反映，
由于饲料、雏苗、禽蛋、禽肉等生产
资料及产品运输中断，企业有的销
毁雏苗及成鸡，有的停产停孵，损
失非常惨重。”宫桂芬说。

1月30日，农业农村部、交通
运输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紧急通
知，严禁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
断路阻断交通等违法行为，维护

“菜篮子”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正
常流通秩序。

“三部门发布通知后，公司运
输饲料的车辆，终于拿到了绿色通
行证。但只能在国道、省道上开，
乡镇和村子里还是进不去，只能让
养殖户自己想办法取。”在饲料公
司工作的高爱文告诉记者。

近来，随着疫情好转，
全国各地交通也陆续得到
恢复，但已经伤了元气的
养殖业，仍面临种种困难。

“受疫情影响，家禽生
产规律一度失调，禽肉、禽
蛋滞销，禽肉加工销售量骤
减，禽产品价格低迷。在春
节后1-2周时，整个行业跌
至谷底。”宫桂芬说。

她认为，家禽产业正
在逐步恢复中，“但短期
内，鸡蛋价格回升缓慢，鸡
肉价格也相对疲软。”

“我们这里响应国家
政策早，饲料车可以进
来”，江苏南通永兴村的养
鸡专业户王宇彦说。即便
如此，疫情暴发以来，他还
是亏了不少。

王宇彦夫妇养了一万
多只蛋鸭，“春节后，鸭蛋价
格一直走低，现在才回到保
本点，前面一直在亏。”

“现在整个市场消化
量特别小，我们的蛋很多都
是卖给单位食堂，工厂不开
工，学校不开学，需求就上
不去，之前合作的收蛋人很
多还在家呢。”在王宇彦看

来，没有彻底复工复产，鸭
蛋销量很难上得去。

山东济南的养殖户张
延柱也认为，部分学校和
单位没恢复正常，导致鸡
蛋消费少，价格低。

张延柱养了10万多
只蛋鸡，“去年行情不错，
利润还行。今年整个正月
就亏损10来万。”

张延柱说，春节前鸡
蛋批发价还是每斤3块
多，到正月十五已跌到两
块，后来慢慢涨回到两块
五，现在又涨到3块，总算
够成本价了。

“目前，我这边的鸡蛋
还是不好卖”，丁庭辉在湖
北荆州，当地农贸市场还
没开放，交通也没完全恢
复，鸡蛋仍然流通不畅。

丁庭辉有9000只鸡
已经过了产蛋高峰期，“想
尽快把它们卖掉，养着也
是一直亏钱”。可现在根
本不可能，农贸市场的屠
宰场还没开放。

“即使开放了，短时间
内价格估计也会很低”，丁
庭辉说，这边的养殖市场几

乎两个月没开了，库存积压
这么多，一下子涌进市场，
价格肯定会被压下来。

除此之外，疫情还导
致湖北鸡蛋也受“歧视”。

“湖北是养殖大省，之前会
有部分鸡蛋卖到广东、湖
南。现在因为疫情，湖北
鸡蛋他们都不要了。”丁庭
辉很无奈。

他告诉记者，本来经
销商还想把蛋品的外包装
换一下，将与湖北有关的
字样去掉，可现在纸箱厂
又没开工。

除了鸡蛋价格走低，
节后饲料价格上涨，也让
养殖户们感到“压力山
大”。“不知道是否与国外
疫情有关，主要靠进口的
豆粕价格暴涨，一吨价格
从 2900 元涨到 3400 左
右。”王宇彦说。

“饲料原料涨价涨得
厉害，价格高还缺货。”山东
菏泽的养殖户李俊民说，本
来他养了几百头猪，几百只
鸡，一百多只鹅，已经决定
把赔钱的鸡和鹅，尽快清
掉，专心养猪。

图片说明：养殖户杨
棚图在农场里喂鸡。抗击
疫情的同时，浙江省诸暨
市针对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开展服务，杨棚图农场里
因疫情影响积压的五千多
只鸡、十万多个鸡蛋，全都
卖了出去。

“饿起来，不给饲料只喂水” 前面一直亏，现在才保本

“现在打开后备箱，还有股鸡屎味”

对下半年行情仍然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