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耕关键时节，田里农事正忙。据农业
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完
成意向面积过半，东北春播粮食过三成，进
度均快于去年同期，夏粮丰收首战告捷有基
础。专家表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面
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毫不放松粮食生
产，进一步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对
于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天气转暖，在广袤的黑土地上，水
稻、玉米等粮食作物陆续进入适宜播种期。
最近，东北地区春播以日播量2400多万亩
的速度加快推进。

近日，在辽宁省产粮大县铁岭市昌图
县，伴随着机械的阵阵轰鸣声，一排排深
松机、免耕播种机列队跑过，平整的田垄
像摊开的五线谱，深松、开沟、施肥、播种、
覆土……

根据最新农情调度，当前，辽宁省旱田
作物播种陆续展开，大连、丹东、铁岭等部
分地区玉米种植进入高峰期；水稻育秧已
结束，5月2日，沈阳市辽中区率先开始水
稻插秧。

据悉，在黑龙江，目前水稻插秧也已陆
续展开，截至5月9日，全省旱田已播种超
9600万亩，水稻插秧超260万亩，大豆已播
1600万亩以上。截至5月5日，吉林省粮食
作物播种已完成61.45%，同比快3.83个百分
点；其中，玉米已播种79.65%，同比快5.11个
百分点。

在南方，多地早稻种植插秧已扫尾收
官。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江西今年安
排的粮食播种面积达到5659.3万亩，其中早
稻种植面积超过1830万亩，绝大部分已完
成播栽任务。

“当前春季农业生产进展顺利、形势较
好。冬小麦面积稳定在3.36亿亩，目前长势
已与常年基本相当，夺取夏粮丰收有基础。”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说。据农情调度，
今年春播粮食意向种植面积9.4亿亩，比上
年有所增加。目前，全国已春播粮食4.92亿
亩，完成意向面积超过一半，东北春播粮食
过三成，进度均快于去年。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并
向国内传导。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保障好国内粮食生产供应，稳定粮食市场价
格，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基础，对于稳定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农业农
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
处长、研究员姜楠说。

疫情之下，由于局部地区人员流动、农
资运销和农产品流通受阻，今年的春耕生产
受到了一定影响。对此，有关部门采取畅通

运输通道、强化农资对接等一系列措施，打
通堵点卡点，保障农业生产顺利。

在东北三省农资运输重点港口之一营
口港，这里的装卸工人和司机正加班加点，
已连续多日装运化肥超万吨。营口市还在
42个公路检测口开辟化肥运输专用通道，
铁路最高发车量达到每天180车，农资运输
进度加快。据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介绍，今年
辽宁省春耕农资总需求量317万吨，目前供
应充足，备实、下摆接近尾声。

受国际原料涨价影响，农资价格走高也
对农户造成了不小的种粮增收压力。对此，
多地通过强化农资对接等措施，解决农户种
田痛点。

“今年农资价格涨得厉害，好在平台帮
助我们直接对接农资企业，原本要花5万多
元的农资只花了4.4万元，省下了6000多
元！”江西省丰城市蕉坑乡柿源庙村种粮大
户辛明说，丰城市搭建了农资对接平台，与
多家大型化肥生产厂家直接联系洽谈，通过
工厂直供，化肥等农资购买成本明显下降。

此外，科技护航也成为夺取粮食丰收的
重要支撑。

在北大荒集团普阳农场有限公司的“无
人农场”，往年水整地时，农机手驾驶农机满
地跑的忙碌场景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工作
人员站在地边拿着手机不停点按。“在手机
应用上设置好出发点、转弯点，智慧农机就
能自动规划作业路径。”普阳农场有限公司
第四管理区副主任刘刚介绍，“无人农场”示
范区今年水稻种植面积将达3000亩。普阳
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部长李海龙说，春
忙时需要大量人力，疫情影响下更容易出现
用工难。现在通过“无人农场”建设，大大减
轻了种植户劳动强度。

“现在距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月左
右，还要过病虫害、干热风、倒伏等关口，我
们将指导各地加强肥水调控，强化分类管
理。目前早稻面积落地，预计稳中有增，后
期重点是加强田间管理。”邓小刚表示，秋粮
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将引导农民种足种
满，稳定玉米、增加双季稻、发展再生稻、扩
种大豆，力争秋粮面积只增不减。

“今年要毫不动摇坚持重农抓粮、稳产
保供，毫不放松粮食生产，进一步提升国家
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姜楠说，保障粮食安
全要立足于当下，更要着眼于长远。从中长
期看，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依然紧迫，必须坚
定不移筑牢国内粮食安全根基，畅通国内国
际粮食产业循环，从科技支撑、政策支持、市
场引导等多向发力，强化政策储备和中长期
粮食安全形势研判，始终把粮食安全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据《经济参考报》）

本报讯 乔金亮 近日，有
两条关于生猪企业的新闻引
人关注。一是多家上市猪企
发布4月份主要产品销售情
况，猪价环比有所上涨，但同
比仍处于低位。二是预制菜
走红，引来多家头部猪企试
水。在生猪行情低迷的情况
下，养殖企业纷纷加大食品行
业布局。

高额利润和深度亏损是猪
周期的AB面，背后的关键是猪
价。始于2018年下半年的非
洲猪瘟疫情和一些地方的限养
禁养政策，造成了2019年和
2020年国内生猪供应紧缺。猪
价一路上涨，大小养殖企业赚
得盆满钵满。行情上来的时
候，各类资本蜂拥而入，小型养
殖户多了，大猪企也开始扩张。

对猪企来说，能不能把握
住行业的周期性尤为关键，但
现实中对猪周期走势及同行市
场行为的精准预判并不容易。
受生猪生产周期长、鲜食猪肉
保存期短、市场自发调节滞后
影响，生猪生产和市场很难完
全匹配，企业难以避免出现阶
段性亏损。而一旦市场下行，
不同企业的管理水平、抗风险
能力差异就会体现出来。

越是行业火热的时候，企

业越要警惕风险；越是行业低
迷的时候，企业越不能丧失信
心。2021年6月份，全国生猪
生产提前半年完全恢复，有关
部门就开始向社会发布生猪产
能过剩的预警，但生猪出栏仍
在惯性增加，养殖出现亏损。
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按出栏
量加权平均计算，每出栏一头
生猪有564元利润。只是企业
间分化差异明显，那些盲目扩
张、过度投资的企业明显吃亏。

眼下，生猪价格已结束此
前连续16周下跌态势，处于回
升阶段，预计三季度生猪养殖
有望扭亏为盈。但是，猪肉消
费、进出口等不确定因素依然
存在。对于猪企来说，现阶段
应按照正常生产规律生产，不
要压栏，也不要过度淘汰能繁
母猪，保持生产平稳。同时，
做好精细化管理，包括对饲料
成本的管控、对生猪疫病的防
治、对新增投入的权衡、对智
慧养殖的选择。

企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
一蹴而就的，尤其对于身处生
猪这个周期性行业的企业，只
有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培育自
身跨周期和逆周期发展能力，
打造差异化产品和核心竞争
力，有序扩张，才能走得更远。

生猪企业需增强
跨周期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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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琳 节后北京蔬
菜供应情况如何？5月7日，从
北京新发地了解到，受到居家
办公、餐饮暂停堂食等影响，
需求未恢复正常，目前新发地
市场大部分蔬菜的价格都呈
现持续下降的走势；猪肉批发
平均价16.75元/公斤，相比一
周前下降1元。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
交易区，山东来的西葫芦，北
京、河北产的芹菜，江苏、陕
西、河南、河北产的菜花，价格
都有明显下降，其中，西葫芦
价格比上周下降了30%多，芹
菜价格也下降近30%。

北京新发地董事长张玉
玺介绍，目前大部分蔬菜的价
格都呈现稳中有降的走势，也
有少部分蔬菜的价格有所反
弹，反弹的幅度并不明显。“这
种大部分蔬菜价格稳中有降，
恰恰是蔬菜价格季节性下降
的明显标志。”

蔬菜价格下降的主要原
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目前正
是河北、山东、北京等地蔬菜
大量上市的季节，运输距离明
显缩短，进京通道相对顺畅，
除了有些地方还有临时封控
以外，大部分地区的蔬菜都可
以比较顺畅地进京，使得供应
状况明显好转，蔬菜整体的供

应形势已经由偏紧转向了宽
松。而受疫情影响，需求还未
恢复正常，有些蔬菜价格下降
的幅度较大，就拉动了整体价
格出现下滑。

另一个原因是蔬菜需求
平淡，商户到地头的收购量也
在下降。张玉玺介绍，地头价
格的形成，常常是农户依据商
户的采购量来制定的。“同样
的产量，如果去收购的商户增
多或者收购量增大，价格就会
上涨；如果收购的商户减少或
者收购量减少，地头价格就会
下降。”像近期大白菜、白萝
卜、菜花价格下降，就是这两
个因素叠加的结果。

近一周，猪肉的价格也在
下降，新发地白条猪上市量比
上周都有明显的下降。本周
日均上市量为1586.43头，上
周是2065头，比上周下降了
23.18%。张玉玺介绍，上市量
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需求
下降，屠宰厂不敢增加上市
量，“否则批发价还会降低，屠
宰厂就会亏损。”

目前看来，猪肉价格还会
持续调整一段时期，由于前段
时间居民家庭积极储备各种
食品，猪肉也囤了不少，短期
内猪肉的需求不会出现明显
上涨。

新发地部分重要民生
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春耕农事“马力足”

粮食生产“开门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