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从通州区了解到，八
里桥农产品批发市场将于7月
13日起停止食品零售业务，只保
留批发业务和配送业务，实施批
发客持证入场，不再接待散客，
市民可就近到周边47个主要蔬
菜零售网点购物。

通州八里桥农产品批发市
场是本市东部地区最大的农产
品集散中心。新发地批发市场
聚集性疫情发生后，通州区组

织动员八里桥市场加大供应
量，蔬菜进货量由日常日均进
货量800吨左右，最高峰时增加
至1400吨，现稳定在1000吨左
右；水果进货量由日均进货量
350至 400吨，增加至 600吨左
右，充分发挥了以批发稳零售
的关键性作用。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市民健康安全，做好八
里桥市场零售业务关停后周边

居民供应保障工作，通州区商务
局对八里桥市场周边2公里范围
内47个主要蔬菜零售网点进行
了梳理，区域内主要商超、菜店
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品类丰
富，价格平稳。

下一步，通州区商务局将继
续组织重点保供企业加大产销
对接，积极组织调运货源，全力
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稳定，
满足市民消费需求。

八里桥市场下周起停止食品零售

首都食品安全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保供稳价，北京市加大与相关
省份的协调力度保证供应，同
时加强调度，通过产地直采等
方式，保障市场货源。鲜的、活
的、急的产品进京，可持证便捷
通行。

重点物资进出京，“接需即
办”快速通行。北京市建立了物
流交通前方保障协调指挥工作
机制，按照“接需即办”的原则，
统筹解决运输环节困难。商务、
经信、住建、农业等部门对各自
管辖领域运输车辆审核发证，持

证货车在进出京时可快速便利
通行。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新
闻发言人容军表示，在有效落实
“四方责任”的前提下，相关驾乘
人员原则上在目的地不需采取
隔离14天的措施。目前，各行
业主管部门均已打通管理链条，
核发物资调拨（转运）证明工作
已于6月24日启动实施，截至6
月30日累计发放物资调拨（转
运）证明300余张。

司乘人员防护到位，多省
份联动保通畅。交通运输部要
求各省份主管部门加强协同联

动、促进供需对接，确保进京重
点物资“三保障一畅通”，即保
障运输供需有效对接、保障应
急运力及时调配、保障司乘人
员防护到位，畅通北京生产生
活供应。对疫情防控急需物
资，运输车辆可办理紧急运输
通行证免费便捷通行。交通运
输部还进一步明确，对短期内
向北京地区运送物资的司机、
装卸工等从业人员，在体温检
测正常和落实封闭管理的前提
下，原则上不需采取隔离14天
的措施。

“菜篮子”确保安全，产销
地防疫对接。根据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生活物资保障组的部
署，国家发改委会同北京、河北
迅速研究决定设立河北高碑
店、平谷马坊、廊坊万庄三个蔬
菜中转调运站，目前已经全面
启用，全天候24小时服务，保证
外省份进京果蔬运输畅通。截
至7月1日，三大中转站已累计
调运蔬菜超过1.65万吨。国家
发改委推出包省份负责制，支
持北京市组织建立了与内蒙
古、云南等13个省份企业市场

信息对接机制，新开发的蔬菜
进京分省份对接信息平台实现
了线上对接、线下交易功能。
目前，已有超500家企业在线注
册，实时发布供求信息。

目前，北京市全力做好市
场保供稳价工作，进一步严格
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
6月12日以来，北京共出动价
格执法人员1.97万人次，检查
商户2万余户，严肃查处借疫
情防控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
坚决维护市场价格平稳有序。

（北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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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北京北京：：鲜活急产品进京可便捷通行鲜活急产品进京可便捷通行

本报讯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
前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全球食品
价格出现今年以来首次上涨，联
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6月
份较5月份高出约2.4%。

植物油价格指数结束了4个
月连续下跌局面。价格反弹的主
要原因是各国纷纷放松新冠肺炎
疫情相关封锁措施，全球进口需
求得以恢复。

糖类价格指数攀升。原油价
格上涨为糖类市场提供了有力支
撑，巴西糖厂因而将更多的甘蔗

供应用于生产乙醇，从而影响了
糖类的出口供应量和价格。

乳制品价格指数在连续4个
月下跌之后首次上涨。

谷物价格指数下降。导致小
麦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北半球
新收成上市，同时，包括黑海地区
在内许多主要出口国的生产前景
出现改善。

肉类价格指数下跌。牛肉和
禽肉报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出口
供应增加，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限制措施进一步放松的预期

之下，猪肉价格出现小幅上涨，但
主要集中在欧洲。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尽管
存在各种问题，但除欧洲以外，
全球所有区域的谷物收成仍有
望实现增长，全球谷物产量有望
在2020年创下新纪录。到2021
年销售季结束，全球谷物库存涨
幅显著。这将使2020/2021年度
全球谷物库存量与使用量的比
率创下20年以来新高，这预示在
新的销售季，全球供应量将较为
宽裕。

全球食品价格回升谷物产量将创新高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7月
2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鸡均价为每公
斤16.84元，比1月2日的每公斤18.84元下
跌了10.62%。而就在年初，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在2019年国内猪价一路走高，鸡肉价格
也持续快速上涨的大好形势下，2020年全年
鸡肉价格有望维持高位。那么，为何今年上
半年，鸡肉价格出人意料地一路回落呢？

“上半年鸡肉价格震荡回落，主要原因
是产量相对过多，而消费不足。”农业农村部
肉鸡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郑麦青说。

先看肉鸡出栏量。截至5月底，上半年
全国累计出栏肉鸡35.3亿只，同比增加4.3%；
肉产量565.1万吨，同比增加5.6%。其中，白
羽肉鸡累计出栏17.0亿只，同比增加4.6%；累
计肉产量339.9万吨，同比增加10.3%。黄羽
肉鸡累计出栏18.3亿只，同比增加4.0%；累计
肉产量225.24万吨，同比略微减少0.8%。

再看存栏情况。祖代种鸡5月份存栏
403.2万套，同比增加17.1%，环比增加3.2%，
较年均线增加9.7%；在产存栏276.1万套，同
比增加23.3%，环比增加5.4%，较年均线增加
13.9%。父母代种鸡当月存栏13630.9万套，
同比增加10.9%，环比增加0.1%，较年均线增
加 3.2%；在产存栏 8007.7万套，同比增加
8.7%，环比略减0.1%，较年均线增加6.5%。
总体看，祖代存栏高于年均线9.7%，父母代
高于年均线3.2%，产能充足。

此外，消费不足也是鸡肉价格震荡回落的
主要原因之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学
校、企业、餐饮的停课、停产、歇业，鸡肉消费需
求锐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份至5月
份全国餐饮收入同比下跌36.5%。其中，3月
份全国餐饮收入同比下跌46.8%，5月份降幅
18.9%。鸡肉消费不振，导致价格持续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内生猪养殖行业盈利丰厚，
而肉鸡养殖行业竟然出现了亏损。据郑麦青测算，今年
前5个月，全国肉鸡生产全产业链平均收益为每只1.29
元，同比下跌4.08元。5月当月肉鸡生产全产业链只均
收益为－1.55元，同比下降8.61元。

此外，近年来虽然我国肉鸡养殖发展势头强劲，但
行业抗风险能力仍亟待提升。

“我国白羽肉鸡一直是国外品种‘一统天下’，这对
我国肉鸡养殖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在国际禽
流感暴发期，国内祖代肉种鸡种源难以得到保障，产业
发展受制于人；另一方面，还导致父母代肉种鸡价格非
正常波动，不利于产业的稳定发展。此外，种禽过度依
赖进口还造成国内白羽肉鸡产业引种成本高，且种禽和
商品代雏鸡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增加了整个产业链的
生产成本和养殖风险。”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
济岗位骨干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所副研究员辛翔飞表示，要加快白羽肉鸡育种速度，加
强种源防范风险，摆脱白羽肉鸡依赖进口的局面。

上
半
年
鸡
肉
价
格
为
何
持
续
回
落

本报讯 据华储网消息，7月
10日，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
限公司组织实施中央储备冻猪
肉投放工作，出库投放竞价交易
2万吨。

《2020年7月10日中央储备
冻猪肉投放竞价交易有关事项
的通知》中说明，根据《商务部
办公厅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
政部办公厅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办公室关于投放部分中央储备
冻猪肉的通知》和国家有关部

委要求，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
心有限公司组织实施中央储备
冻猪肉投放工作，通过竞价交
易方式进行。交易底价按照国
家有关部门文件要求设置，交
易时在华储交易所电子交易系
统公布。

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成立
于1998年，专门从事国家储备糖、
国家储备肉类管理、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财务关系隶属于中央财
政。这是年内第23批投放的中央

储备冻猪肉，届时累计投放量将
达43万吨。

据农业农村部7日公布的数
据，截至7日14：00时，全国农产
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47.09元，比6日上涨0.7%。

另据商务部监测，上周（6月
29日至7月5日），全国食用农产
品市场价格比前一周上涨1.2%。
肉类价格有所上涨，其中猪肉批
发价格每公斤46.3元，比前一周
上涨3.7%。

2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竞价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