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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猪肉价格上
涨成为许多人谈论的话题。

这一轮猪肉上涨，直接原因
在于，自非洲猪瘟疫情全线爆发
以来，生猪存栏快速下降，猪肉
价格不断上涨。

为应对这一局势，8月 2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应对
非洲猪瘟疫情的若干紧急措施，
对于恢复产能、平抑物价发挥了
积极作用。8月30日，国务院副
总理胡春华召开了全国稳定生
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电视电
话会议，要求采取切实措施解决
群众吃肉问题。

地方政府也随之加码了相
关激励政策，各地纷纷出台了发
补助、增储备，保障猪肉供应、稳
定猪肉市场价格等政策。

结合各方面情况看，虽然非
洲猪瘟的大规模疫情已经得到
控制，但恢复产能可能需要一个
较长的周期。

不能把当前猪肉产能
下降与“猪周期”同等看待

很多人现在一提到猪肉问
题，就喜欢谈“猪周期”。一位朋
友在某一线城市从事金融工作，
他戏称，我们这里谁都能讲两句

“猪周期”。但仔细分析一下就
会发现，当前非洲猪瘟带来的产
能下降、价格上升，与“猪周期”
确实有着本质区别。

2000年以来的“猪周期”，每次
猪肉产量的上下波动也就在50万
吨左右。与我国每年5500万吨的
猪肉产量相比，这个波动不足1%。

而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的
情形是什么样呢？据农业农村
部监测数据，今年7月生猪存栏
量同比下降了32.2%，一些养殖
业内人士估计值比这个更高。
即便按照30%的低限估计，当前
猪肉产能波动已经是过去“猪周
期”的30倍——这早已不是数量
差异，而是本质区别。

有人说当前波动叠加了“猪
周期”因素。这点很难测定。而
是否有“猪周期”叠加其实已经
不重要。简单说，非洲猪瘟是一
场重大疫病灾害，不是“猪周
期”。应对现在的疫情，需要采
取一些超常规措施。

生猪产能恢复将是一
个长期过程

欧洲一些国家曾经遭遇过
非洲猪瘟的大规模集中爆发。
根据他们的经验，病毒的大规模

流行通常会在五六年内减弱，在
这之后也还可能有零星爆发。
产能恢复花费的时间更长，西班
牙用了7年，俄罗斯用了20年。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规范养殖和
严格防疫的条件下。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当前政
策部分放松了生猪养殖的环保和
土地约束，其效果需要观察。一方
面，很多养殖户在过去的环保压
力下已经退出生猪养殖业，要重
新投产资金、队伍都是问题，短时
间内能够恢复养殖的只是少数。

另一方面，非洲猪瘟疫情虽
然暂时得到控制，但从该疫病的
传播规律上看，恐怕还不能说全
面消退。恢复产能很重要，但有
效控制疫情仍是当务之急。

对养殖企业而言，谁能够活
下来，面对产能出清的市场将会
赚得盆满钵满。总体看，管理规
范、防疫严格的规模化养殖场复
养成功概率更大。根据我们的
调研走访，无论大小企业，对于
复养补栏都比较谨慎。这意味
着，生猪产能恢复要做好打持久
战的准备。

应对非洲猪瘟，需要采
取超常规措施

所谓超常规，一是不能用
“猪周期”的传统思维来看这件
事；二是不能用平抑物价的传统
措施来管这件事。

从具体措施上来说：
第一，要适度容忍猪肉价格

上涨，发挥价格对需求的调控作
用。当前来看，非洲猪瘟所带来
的影响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并未
影响社会稳定大局。根据研究，
本轮猪肉价格可能在明年春节
前后达到高峰，从现在到春节的
5个月是最佳调控窗口期。这期
间，应该适度容忍猪肉价格上
涨，通过价格因素抑制猪肉消
费，并产生其他肉类对猪肉消费
的替代。

第二，进口猪肉数量有限，
可能要鼓励国民暂时少吃猪
肉。局面摆在那里，能用的手
段就那几项，不少人都把目光
盯在进口上。前些年我们每年
进口猪肉不过100多万吨，现在
适度扩大一下当然有必要，比
如，南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的
进口猪肉有望进一步增加，但
是这弥补不了国内的缺口。因
为中国猪肉消费量太大了。在
这个情况下，鼓励国民少吃点
猪肉，多吃点牛羊禽肉或者水
产品十分必要。

第三，养殖环保和动物防
疫并不矛盾，打开的窗户迟早
还要关上。非洲猪瘟疫情的
生物学应对，“短期靠扑杀、
中期靠疫苗、长期靠管理”。
从长远看，养殖业采取严格的
环保措施将是一个硬约束。
而且环保本身就是防疫的一
部分。就从彻底控制住非洲
猪瘟疫情来看，未来也必须不
断加强环保措施。如何平衡
产能与环保，考验相关部门的
智慧。

最近，为了应对猪肉价格上
涨，一些地方采取了限制猪肉价
格和购买数量的做法。我认为，
更直接的举措是给低收入者发
放补贴券，这也能把对市场经济
的扭曲降到最小。

从世界市场的大势来看，
猪肉这种基本消费品的价格
不可能长期居高不下。市场
主体对各方面因素有敏锐的
捕捉力，灾害虽然还没有完全
过去，养殖企业已经开始谋划
后续战略。我认为，公共治理
层面也不妨把精力集中到疫
情防治上，这是事关全局的
“公共品”，也是政府发挥作用
的最佳场所。

（新京报）

□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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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不合格项目中，
“两超”使用食品添加剂、农
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
是三大主要问题，其中，农
兽药残留超标占不合格总
数的25.1%，涉及的鸡蛋等
食用农产品占比很大。

“从以植物源性食品为
主积极向动物源性食品扩
展，进一步拓宽了食品安全
监管的覆盖面。对于居民
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肉蛋奶
以及近年来备受追捧的进
口食品，新标准均依法作出
了科学农残限定，这一点值
得各界关注。”华中农业大
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潘思轶这样告诉记者。

从源头严格管理约束
据悉，新标准中的食

品农药残留限量均是根
据我国农药残留试验及
监测数据、我国居民膳食
消费数据、农药毒理学数
据等，经过科学风险评估
后制定的。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
部会同卫生等有关部门，科
学规划，重点突破，加大工
作力度，标准数量快速增

长，标准质量不断提高，基
本建立起与我国农业生产
和农药监管相适应的农药
残留标准体系。据介绍，农
业农村部将确保到2020年
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及
其配套检测方法标准达到1
万项以上。

评论人士李海楠认为，
一直以来，围绕农药使用的
规范以及相关执法问题备
受各界关注，管好了源头
的农药使用，才能切实保
障末端生产的食品安全。
新版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继
续收紧，实现对全部批准
使用农药品种的全覆盖，
本身就是意在规范农药使
用，确保残留在严格的标准
内，对保障食品安全而言具
有重要意义。

数据显示，尽管质量安
全状况总体较好，但目前农
业生产方式还略显粗放，以
畜牧业为例，从消费看，全
国人民每天要消费2.2亿千
克肉、7700万千克鸡蛋和1
亿千克牛奶；从生产看，养
殖户群体庞大，散养仍占相
当比例。此外，生产道德诚
信亟待加强，农产品质量安
全隐患仍然存在。

据了解，现在农药的生
产和使用方面较为突出的
问题，表现在农民的不规
范使用，将限用、禁用的高
毒农药用于蔬菜、水果等
食用农产品的生产，而这
类农药一旦检出，无论检
出值多么微小，都应归类
为不合格产品。所以必须
在使用上要加强对农民的
安全使用指导。

潘思轶坦言，由于农药
种类和数量众多，与农药相
关的标准也有很多，实际应
用中其实非常困难。我国
规定了农药残留的最大限
量，规定了在农产品上面禁
止使用的农药，还有多种限
制使用的农药，有的农药可
以在这个上面使用，在另外
农作物上不能使用。

潘思轶指出，考虑到中
国当前的农业发展阶段，应
通过从严管理约束其科学
规范使用。农药使用事关
农产品生产，更事关食品安
全，绝不可马虎。对于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既要
严格执行，还要科学执行，
才能产生显著效果，有效提
高食用农产品安全质量。

（消费者网）

近日，在《潇湘晨报》上看
到一则报道，湘南学院附属医
院重症监护室接诊了一位病人
曾女士，病因让医生大吃一惊
——郴州一女子由于盲目注
重养生，竟然在家中为自己静
脉输注鲜榨果汁。转入湘南
学院附属医院治疗时，曾女士
全身感染严重，多个脏器不同
程度受损，所幸救治及时脱离
了危险。

养生是好事儿。然而不假
思索的、缺乏科学依据的、想当
然的“养生”“保健”行为，轻者
花钱买个教训，重者可能会像
曾女士这般，“养生”不成反要
面临生命危险，颇有些“自作自
受”之感。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升，养生已然成为不少人的“生
活习惯”。一些老年人热衷于
各类防癌、抗衰老、包治百病的
“保健品”；有的年轻人则沉醉
于各类护肤、美容养颜、减肥健
美的“专业方法”。更有不少
人，为了省钱，想当然地制作食
谱、设计健身动作、“研发”护肤
品和保健品，看似养生，实则给
自己和家人埋下了不小的安全
隐患。

所谓“生”，就是生命、生
存、生长之意；所谓“养”，即保

养、调养、补养之意。真正的
养生，是通过各种方法对人体
进行科学调养，保持生命健康
活力，达到保养身体、增强体
质、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目
的。在我国，养生之术古已有
之，传说中商代的彭祖活了八
百余岁，自然不必视为信史。
但姜太公“垂钓”助养生，孔子
提出“君子有三戒”的养生要
求，华佗习练的“五禽戏”，乾
隆“十常”养生术，以及时下流
行的瑜伽、慢跑、健康食谱等
养生法，各有特色，殊途同
归。但不管哪种方式，都应以
对身体的善待、对内心的调适
为途径，而不会采取任何方式
的自虐、自戕。

养生是一门学问，更是一
种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这就
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先要保
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进行
适当的体育运动，同时养成健
康的饮食习惯和作息规律，并
持之以恒，自然能达到健康长
寿的目的。而类似“静脉输注
鲜榨果汁”“尿疗”“拍打疗法”
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养生之
道”，除了能反映很多人的养生
焦虑之外，哪里还有什么健康
效果，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
伎俩，徒留笑料谈资罢了。

新版农残限量国标聚焦肉蛋奶自虐怎么成了“养生”？
□ 程彦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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