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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产业畜禽产业

蓄势待发蓄势待发奔奔““钱钱””景景
——株洲乡村振兴之产业观察株洲乡村振兴之产业观察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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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寒流阵阵；室内，暖意融融。
12月上旬，醴陵市明月镇湖南吉泰农牧有限公司（下称吉泰禽

业），如期交付一批订单：现代化蛋鸡孵化室内，鸡苗经过21天的
孵化成功破壳，被注射疫苗分批装进纸箱后，将统一运往福建、
广东等地的批发市场。

过去 3年，是畜禽产业的“阵痛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畜禽产业面临上游生产资料运输不畅和下游产品销售
受阻双重困境，再加上非洲猪瘟和动物疫病造成的“累累
伤痕”，畜禽产业在艰难中前行。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生猪年出栏量在 350万头左
右，生猪全产业链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8%，成为农
业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全市牛、羊、家禽出栏量呈现
稳定增加态势……

后疫情时代，畜禽产业在乡村振兴中该如何
借势而为？作为湖南省重要的商品猪生产基地
的株洲，正在破题开路。

“再见了，生猪养殖！”

今年 3 月，渌口区古岳峰镇

生猪养殖户唐建安，意味深长地

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在此之前，他一咬牙卖掉了

存栏的最后 30头肥猪，数了数到

手的钞票，又算了算成本：“卖一

头猪还要亏 200多元钱！”

养猪，对他而言是段不堪回

首的记忆。

2019 年，原本在株洲城区从

事 花 木 种 植 的 他 ，回 到 老 家 古

岳峰镇建猪舍、养肥猪，当年的

生 猪 收 购 价 一 度 逼 近 40 元/公

斤左右，按照一头肥猪 150 公斤

出栏，扣除 3000 元左右的仔猪

和 养 殖 成 本 ，每 头 纯 收 入 超 过

了 3000 元。

但 现 实 比 理 想 骨 感 。2020

年，新一轮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唐

建安养殖的 300 多头肥猪，在一

个月的时间内“香消玉殒”过半，

尽管当年猪价高企，但利润远远

补不上成本这个“窟窿”。

休整半年后，不认命的唐建

安又举债购买了一批仔猪，决定

打个翻身仗。然而，从 2021 年下

半年开始，生猪收购价遭遇“滑坡

式”下跌，从最高的 36 元/公斤左

右，一度下降至 14 元/公斤左右，

跌破 15元/公斤的盈亏平衡点，养

殖效益大幅缩水。

“去年年底出栏的第一批生

猪，每头亏损了上千元。”唐建安

想着压栏，等价格涨一涨，但一切

事与愿违，越往后价格越低，存栏

的猪成了“烫手山芋”。

对众多中小养殖户而言，养

猪“涨三年，跌三年，不跌不涨又

三年”的猪周期，其实早见惯不怪

了。但更为严峻的考验在于，在疫

情的阴云笼罩下，生猪进入市场

需要突破重重关卡，养殖成本也

长年居高不下。

持续亏损，浇灭了唐建安最

初的雄心壮志。卖掉肥猪，给猪舍

落锁，唐建安收拾行囊，背着债务

选择了南下务工。

与唐建安一样逃离的散养

户，其实不在少数。受生猪产能逐

步恢复、肥猪集中出栏、猪肉消费

减淡等多重因素影响，市场肉品

供应与需求发生扭转，生猪养殖

已进入微利时代。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与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近年

来，受到非洲猪瘟和其他因素影

响，生猪产能遭遇毁灭性打击，一

批散户相继被淘汰，规模养殖企

业也缩减了养殖量。

从 2019 年开始，国务院、省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生猪稳产

保供的政策措施，涉及生猪规模

化养殖场建设补助、种猪场和规

模猪场贷款贴息、能繁母猪保险

和育肥猪保险、生猪良种补贴等

多个方面。我市加快了生猪规模

养殖场建设，相继引进了“新希

望”“正邦”“天心种业”等大型养

殖企业，共培育了 140 多家规模

养殖场。

目前，我市年出栏生猪量常

年稳定在 350 万头左右，存栏量

维持在 220万头左右。“规模养殖

取代散养户，这是畜禽发展的趋

势。”上述负责人介绍，养殖企业

在具备一定规模时，才有更加稳

固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在提升管

理水平、控制养殖成本等方面，更

有操作空间。

不仅是生猪，家禽养殖同样

朝着规模化迈进。

在醴陵市吉泰禽业育雏车

间，戴上口罩、穿好工作服的工作

人员，推开了育雏机的舱门，只见

一羽羽活奔乱跳的鸡苗在塑料筐

内叫个不停，细碎的鸡毛如雪花

一般飘荡在空气里。

“只要输入参数，全自动孵化

机就会按照设置人的意图，对温

度、湿度和翻蛋次数进行自动化

调节，一个批次能出苗 7 万

羽。”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杨佳

军告诉记者，吉泰禽业每年

孵化的鸡苗在 4000万羽

左右，几乎是株洲家禽养

殖总量的三分之一。

市 场 行 情 捉 摸 不

定，养殖标准越来越高，

环保要求越来越严，多

重因素的夹击之下，散

养户已渐行渐远。

事实上，规模化养殖企业，

往往依靠雄厚的资本、科学的喂

养、专业的技术等优势，展现出

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良好的

发展潜力。

9 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发布“2022 中国制造

业企业 500强”，唐人神集团排在

榜单第 411位，这家从饲料厂起家

的本土企业，经过 30 多年发展，

已形成从饲料到生猪到猪肉制品

的全产业链体系，过去十余年一

直是中国制造业民企 500强榜单

中株洲唯一的“种子选手”。今年

前三季度，唐人神集团实现营收

186.97 亿元，同比增长 14.96%，利

润同比增长 108.61%。

这些年，株洲本土品牌唐人

神可谓意气风发，在全国各地“攻

城略地”，即使是面临新冠疫情、

非洲猪瘟、原料价格上涨等多重

压力，依然逆势上扬，节节攀升。

梳理其发展轨迹不难发现，

打造全产业链体系始终贯彻公司

发展始终。目前，唐人神持续在国

内加快区域布局，其中位于茶陵

县严塘镇的龙华农牧湖南十里冲

生猪养殖基地已投产。“是国家标

准化养殖示范场、全国无非洲猪

瘟小区、全国生猪生产监测点、中

央储备肉活畜基地，被省主管部

门誉为‘全省最大、全国一流’。”

提到株洲生猪产业链，市农业农

村局畜牧兽医科相关负责人自豪

地说。

龙 头 引 领 ，产 业 发 展 活 力

凸显。

唐人神美神种猪场、湖南种

猪育种园直接引进美国原种，美

神种猪通过美国 NSR 认证，视同

美国进口原种，代表我国生猪最

高育种水平；46项科研成果及时

在我市得到转化和利用，智慧饲

料生产、自动投料系

统、智能饲养系统、

智能管理系统、干粪

清刮工艺、废水工厂

化处理、八种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模式、楼

房养猪等国内外先进

养殖设备和技术，在我

市大中型养殖场得到普

遍推广……株洲生猪养殖

水平成为行业标杆。

在家禽养殖领域，一批示

范企业也念好了“带动经”。

位于渌口区朱亭镇杉桥村的

株洲银丹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丹公司”），一枚枚

不起眼的鸭蛋经过加工身价倍

增，孵化出年销售额上亿元的大

生意，并把咸鸭蛋、皮蛋等中国传

统美食送上外国餐桌。

银丹公司于 2016 年与湖南

农业大学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借

助科研专家的力量，进行反复实

验，提高产品品质。通过灵活配比

食盐用量与浓度、建设恒温腌制

车间，旗下“肖运忠”皮蛋荣获“株

洲市十大农产品品牌”称号、中国

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农产品

“金奖”。

在银丹公司的带领下，当地

的蛋鸭产业也渐成气候，有效带

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增收。这些年，

银丹公司联合村里能人，采取“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

与渌口区 346户养殖户签订合作

协议，从源头把关，统一提供鸭

苗、饲料、兽药，统一进行技术指

导，并以市场价回收养殖户的鸭

蛋，负责对外销售。

“去年，我们的销售额达 1.12

亿元。”该公司负责人肖建新表

示，公司计划用 3 年至 5 年时间，

实现销售额破 5亿元的目标。

经历多轮

洗牌，株洲畜禽产

业有了齐全的产业

门类、领先的养殖水平

和响亮的养殖品牌。

但 一 个 不 争 的 事 实

是，尽管养殖端风生水起，

但畜禽产品加工仍处于粗

放发展模式，突出体现在屠

宰环节增值不高、精深加工规

模不大、加工产品质量不稳等

方面。

“养殖端是整个畜禽产业

链的低端，地方经济如果没有

充分享受到产业链高端（畜禽

产品加工）的红利，其资源消耗

与产业收益分享不相匹配，导

致其发展后劲会不断趋弱，不

利于一个地方畜禽产业持续长

久发展。”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董艳德说。

尝试与探索，其实株洲从

未停止。

今年 10 月底，我市组织 40

多家农业企业参加第二十三届

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

会，株洲沙坡里公司就

是其中之一。其腊味小

食展位前，腊肉、鸭

胗等包装精美的即

食产品，深受顾客

喜爱，不到两个小

时被一扫而空。

早 在 两 年 前 ，

该 公 司 斥 资 170 万

元，布局腊味小食生

产线，主要加工畜禽

产品。“从市场反响看，

即拆即食的腊制品拥有光

明前景。”该公司负责人杨友

群表示，相比与普通腊制品，腊

味小食的利润空间更为客观。

在芦淞区白关镇，湖南

润香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润湘源公司）与攸

县一家合作社签订协

议 ，每 年 采 购 100 万

尾攸县麻鸭作为酱

板鸭制作原料。具

备地方特色的货

源 加 上 独 有 的

工 艺 ，润 湘 源

公 司 生 产 的

酱板鸭一跃

成 为 市 场

宠儿。

今年 5 月，中央电视台农

业农村频道以《老周三招“变”

来千万财》为题，报道了润湘源

公司将湖南特色的酱板鸭销往

全国各地、带动乡亲们一同发

家致富的故事。目前，该公司日

产酱板鸭上万只，还为绝味鸭

脖、唐人神等提供产品代工，成

为株洲最大的鸭制品生产企

业，其产品销售网络已经覆盖

北上广等 10 多个省市，在全国

有 500多家销售网点。

虽有一批企业试水畜禽产

品加工，但真正能独当一面的

产品品牌却有限。在株洲，除唐

人神精深加工系列产品在全国

名气较大外，仅有“沙坡里”“黄

三爷腊制品”等少数几家，其它

加工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且以

小作坊居多，带动生产的能力

不足。

“ 绝 大 多 数 自 己 命 名 ，或

干脆没有牌子，精深加工尚处

于初级阶段。”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与株洲养

殖大市的地位并不匹配，也是

株洲畜禽产业链中亟待拉长

的短板。

据了解，生猪加工分为两

大块，一是粗加工即生猪屠宰，

二是精深加工，即腊制品、香

肠、火腿肠等生产。

目前，全市生猪加工产值

约 270 亿元，加工与生产产值

之比为 2.7∶1，高于全国 2.3∶1的

水平。单看数据，加工占比来势

喜人。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我市

农 村 地 区 ，“ 小 刀 手 ”杀 猪 和

小 作 坊 腊 制 品 生 产 ，存 在 设

备简陋，环境较差，宰杀病死

猪和用不符合卫生质量标准

的肉品原料加工的现象难以

完 全 杜 绝 ，存 在 较 大 的 质 量

隐患。

相比于养殖环节，相关部门

在加工环节的扶持项目也不多，

几乎没有补贴，加之由于小作坊

加工成本低，大中型加工企业没

有竞争优势，难以吸引社会资本

投入生猪肉品加工领域。“即使

像唐人神这样的龙头企业，加工

板块盈利能力很弱，大部分时候

处于亏本状态。”上述负

责人说。

10 月，吉泰禽业又有新动作：暂

停部分肉鸡孵化产能，上马小白鸡种苗

孵化生产线。

产能过剩、下游饲养量减少、订单持续低

迷，是近 3年来吉泰禽业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在

2020年以前，公司年产值逼近 8000万元，此后 3

年，公司年产值锐减到 5000万元左右，鸡苗价格

也从最高的 2.6元/羽，下降到 2元/羽。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控制养殖成本、减少产

能，是吉泰禽业负责人谢新跃提及最多的词汇。但

一味的退，并非长久之计。

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研，谢新跃把突破口

瞄准在小白鸡种苗孵化。这一品种具有生长快、肉

质鲜美、成活率高的特点，42天成活率达 99%，深

受本地养殖户欢迎。

“经过多年的发展，商品肉鸡产业市场基本进

入供需饱和状态，而小白鸡的出现弥补了“快餐

鸡”市场消费需求。”谢新跃告诉记者，打造企业核

心竞争力，从育种这一基础工程寻求突破，将是企

业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力方向。

在醴陵市石亭镇清泥湾现代农业产业园内，

3000多头吃“粗粮”的生猪长得膘肥体壮。近年来，

该公司持续用高端设备武装养猪业，完善了高床、

温控、自动投料、智能饲喂、疫病监测、生物安全防

护、刮粪系统和设施在规模场配套。

目前，我市已成立由市长、县市区长、乡镇长

任组长的生猪生产领导小组和由分管领导任链长

的生猪绿色产业链办公室，市政府制定下发了《关

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八条措施》和《关于生猪全

产业链建设的十条扶持政策》，市级财政投入资金

1800万元用于生猪产业扶贫、新建规模场、引进种

猪、动物防疫、经营主体、全链条布局、废弃物综合

利用 7个子项目的奖补。

“对生猪发展快的县市区政府给予激励表彰，

对规模较大的乡镇作为特色小镇给予 100 万元的

资金奖励。”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负责人说。

近年来，我市着力营造生猪发展和产业链建

设的全新环境。

一方面，各县市区重新划定禁养区 113 个，减

少 15 个，禁养面积 1123.4 平方公里，减少 49.9 平方

公里，下降 29.3%，并取消了附属设施用地 15亩的

上限。

另一方面，今年全市银行业生猪产业贷款余

额 13.33亿元，通过引入担保公司、发放信用贷款、

扩宽抵押品范围等方式，为符合条件的养猪户发

放生猪产业融资担保贷款 5.19 亿元，抵押贷款

9021.6万元。

能繁母猪和规模猪场保险也在跟进。今年，全

市承保生猪 84.92万头，参保农户及各类市场主体

4202户，为生猪产业提供风险保障 7.61亿元。能繁

母猪的保险保额每头由 1000元头提高至 1500元，

育肥猪稳定在 800元。

产业齐头并进，关键靠引领。

利用非洲猪瘟期间养殖散户和部分小型规模

场大量退出的契机，我市加快产业调整，迅速形成

了以规模养殖为主的养殖新格局。目前，唐人神300

万头生猪本土化养殖计划制定后，市政府及时拟定

了“助推方案”；渌口区省湘猪产业聚集区项目加紧

实施，3个新场正在建设中，又一个增长极正在形

成；茶陵景弘、炎陵新希望 20万头肥猪场正在建设

中，投产后，加上龙华农牧，仅三家养殖场的出栏生

猪就达170万头，接近全市现有出栏量的一半……

“寒冬终将过去，暖春总会到来，打响株洲畜

禽品牌，关键还是要聚焦种业工程、打上地区烙

印，提升畜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业大船行稳

致远，谢新跃信心满怀。

1 渐行渐远的散户

2 风景独好的龙头

3 亟待拉长的短板

以退为进的突围4

生猪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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