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消息 2018年“三夏”小麦跨区机
收大会战，自5月28日启动以
来，由南向北快速有序推进，鄂、
豫、皖、苏、鲁、冀、陕等冬小麦主
产区相继告捷。截至6月19日，
全国已收获冬小麦3.1亿亩，全
国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基本结
束，机收比例达95.5%，创历史新
高。各地夏种迅速压茬展开，全
国已机播夏玉米1.45亿亩，机播
比例超过82%。

作业更高效。今年全国63
万台联合收割机、5.5万个农机

服务组织、180万名农机手奋战
在夏收夏种一线，其中参加跨
区作业的大喂入量高性能联合
收割机占比超过70%，机收效率
大幅提高。农机部门充分运用
信息化手段特别是手机APP促
进服务供需高效对接，方便机
手找活干、方便农民找机用。
全国连续5天小麦日机收面积
过2000万亩、玉米日机播面积
过1000万亩，单日机收面积最
高达2751万亩，均创历史新纪
录。麦收进度过半、过八成、基
本结束用时比去年同期缩短1

至2天。
装备更智能。各地大力推

广应用“智慧”农机，让调度更精
准、作业效率更高效，作业质量
更可控、维修服务更及时，为
“三夏”机械化生产注入新活
力。越来越多的新型收割机出
厂预装北斗定位和工况监测系
统，可第一时间精准确定机器位
置、诊断故障原因和就近获取维
修服务。

生产更绿色。今年联合收
割机普遍配备了秸秆切碎抛洒
装置，各地推行小麦联合收获—

麦秸抛洒覆盖还田—夏玉米免
耕播种等绿色作业模式，河南、
安徽、山东等地秸秆离田还田率
超过90%。河北省投入5200万
元支持农机合作社向“精准作
业”转型升级，试验示范精准高
速播种、变量施肥施药灌溉等高
效绿色全程机械化装备技术。
山东整合各类涉农资金2亿元，
在48个县集成推广深耕深松、
宽幅精播等绿色生产模式，示范
区耕种管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100%，化肥、农药使用量平均减
少10%。

服务更暖心。各地大力推
广托管式、订单式、租赁式及“全
程机械化+综合农事”一站式服
务模式，小麦主产区机收机播
“一条龙”服务面积超过1.7亿
亩，带动更多农户便捷应用机械
化高效生产方式，农民省事又省
钱、机手增效又增收。一批骨干
农机企业、明星农机合作社主动
践行社会责任，积极为贫困农户
免费割麦。各省共设立跨区作
业服务站3400个，为过往的机收
队提供市场信息、机具维修、交
通指引等周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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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收率达95.5%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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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20日 12
时，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
为期 3个月的春季禁渔期
结束，渔民可入湖进行捕捞
作业。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淡水
湖，其水面资源和渔业资源十
分丰富。为保护鄱阳湖区渔
业资源，从2002年起，鄱阳湖

开始实行全湖范围春季禁渔
制度，在每年3月20日12时
至 6月 20日 12时的禁渔期
内，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在禁渔期内，江西还加
大了增殖放流力度。仅今年
“全国放鱼日”活动期间，江
西就向鄱阳湖放流了四大家
鱼、河蟹和胭脂鱼等苗种230

余万尾。
“春禁一碗籽，秋收一担

鱼。”江西省鄱阳湖渔政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春季是鱼类繁
殖产卵的季节，在这一时期实
施禁渔制度，有效地养护了鄱
阳湖渔业资源，对促进湖区渔
业可持续发展、维护湖区生态
多样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6月19日，北京新发地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
均价为每公斤14.9元，比6月
8日的每公斤 14.26元上涨
4.49%，比5月15日的每公斤
12.2元，上涨22.13%。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
示，全国猪肉价格自今年5月
份最后一周止跌回升，由每
公斤19.55元回升至6月份第
2周的每公斤19.84元。生猪
价格从5月份第3周每公斤
10.35元开始小幅回升，6月
份第2周为每公斤11.32元，
环比涨1.5%。仔猪价格从5
月份第4周每公斤23.52元止
跌回升，6月份第2周为每公
斤24.01元，环比涨0.5%。从
不同地区来看，黑龙江、吉
林、上海、江苏、福建、山东、
北京、广东等地回升幅度较
大，每公斤涨幅超过1元。

猪价是否已开启上升周
期？

“当前猪价回升属于季
节性回升，供需基本面并没
有反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
勇说。

对于近期全国猪价持续
回升的原因，朱增勇从供给
角度作了分析。一是生猪价
格连续3个月低迷，压栏大猪

和落后产能母猪基本出清，
养殖户补栏积极性下降，生
猪出栏环比下降，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生猪阶段性供给过
剩的压力。农业农村部全国
400个监测县生猪存栏信息
显示，4月份生猪存栏环比下
降0.8%，同比下降1.5%。其
中，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
1.4%，同比下降2.1%。同时，
由于天气炎热，育肥增重速
度下降，适重出栏生猪减少，
都助推了猪价回升。二是天
气因素影响生猪调运。由于
持续高温以及部分地区雷雨
天气，生猪调运受到影响，减
轻了外部生猪对当地市场的
冲击。三是国外进口猪肉对
国内市场冲击减轻。全国规
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5
月下旬白条肉价格下跌至每
公斤15.05元，一季度进口冷
冻猪肉到岸均价为每公斤
12.34元。按照 12%关税和
17%增值税计算，一季度进口
猪肉成本 15.67元/公斤，进
口猪肉价格优势不明显。

“猪肉价格抬头既不是
因为生猪产能显著下降，也
不是因为端午节需求显著增
加，而是人为拉动。”北京新
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统计
部经理刘通说，猪肉价自5月

下旬出现上涨以后，进入北
京新发地市场的大体型白条
猪比例仍然不减，单重超过
每片200公斤的白条猪在上
市总量中的占比一直保持在
30%左右。“这说明压栏时间
过长的生猪仍然没有被市场
消化。市场消化了前期压栏
时间过长的生猪以后，又有
新的压栏时间过长的生猪重
新出现，生猪供大于求的局
面并没有改变。”

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
链分析预警首席分析师张学
彪认为，随着气温升高，猪肉
消费也将季节性下滑。虽然
端午节对猪肉消费短期内有
一定提振，但整体来看，猪肉
消费仍将会季节性下降。从
近两年生猪产能扩张来看，未
来生猪产能尤其是能繁母猪
产能调减到位还需较长时间，
屠宰加工企业和进口猪肉贸
易商库存依然较大，面临释放
压力。因此，生猪供过于求的
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价格总
体处于周期波动的下行通
道。预计在产母猪存栏量仍
然较大，加上生产性能逐年改
善，商品肥猪市场供应能力充
足，建议广大养殖场户合理安
排生产计划、顺势出栏，规避
市场风险。 （中经网）

本报讯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
6月20日，农产品批发价格200
指数为97.65，比前一天下降0.32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为97.06，比前一天下降
0.37个点。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
平均价格为16.68元/公斤，比前
一天下降 0.2%；牛肉 56.52元/
公斤，比前一天上升 0.1%；羊
肉 54.62元/公斤，比前一天上
升 0.4%；鸡蛋 7.72元/公斤，比
前一天上升0.4%；白条鸡14.21
元/公 斤 ，比 前 一 天 下 降
0.3%。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
均价格为3.39元/公斤，比前一
天下降1.5%；重点监测的7种水

果平均价格为5.41元/公斤，比
前一天下降 0.9%；鲫鱼平均价
格为14.82元/公斤，比前一天下
降2.8%；鲤鱼12.09元/公斤，比
前一天下降 1.9%；白鲢鱼 6.64
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 0.3%；
大带鱼36.31元/公斤，比前一天
下降2.7%。

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
重点监测的60个品种中，与前一
天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莲
藕、葱头、冬瓜、鸭梨和土豆，幅
度分别为2.8%、2.6%、2.2%、2.1%
和0.8%；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
油菜、茄子、大白菜、豆角和菜
花 ，幅 度 分 别 为 4.3%、4.0%、
3.9%、3.9%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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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猪价自5月止跌后持续反弹
尚未走出下降周期

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下降0.32个点

单位（元/公斤）

品种

大白菜

油菜

小白菜

韭菜

蒜苗

白萝卜

土豆

胡萝卜

大蒜

最高价

1.6

2

2.4

1.4

7.6

0.8

2.6

1.6

3.6

最低价

1

1.2

1.6

1

2.4

0.6

1

1.2

2

品种

莴笋

莲藕

绿豆芽

黄豆芽

菜花

西红柿

尖椒

西兰花

黄瓜

最高价

1.6

6.2

2

1.9

2.2

3

2.6

5.2

1.6

最低价

0.8

5.6

1.9

1.8

1

1.4

1.6

3

0.8

北京市6月21日部分
蔬菜批发市场价格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