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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俊毅 5月份第一周全国猪肉价
格24.51元/公斤，环比上涨2.3%，已是连续三
周上涨。

产能接近常态

“今年4月份，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白条猪日均上市量处于近几年同期中位水
平。”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
刘通说。4月份，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白条猪日均上市量为1786.03头，比2021年同
期 1294.53头增长 37.97%；比 2020年同期
1105.17头增长61.61%。“当前生猪供过于求的
局面逐渐改善，但供给仍然较充足。”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说。

从生猪存栏看，2022年以来生猪存栏逐渐
从高位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3
月底全国生猪存栏4.23亿头，较上年底下降
5.9%，但同比增长1.6%，意味着今年二季度生
猪出栏量依然较充裕。从出栏量看，一季度全
国生猪出栏1.96亿头，同比增长14.1%；猪肉产
量1561万吨，同比增长14.0%。全国定点屠宰
企业生猪屠宰量一季度同比增长43.4%，其中3
月份同比增长71.7%。受上年以来猪价持续下
跌影响，生猪出栏活重开始明显下降，2022年
以来已逐渐降至130公斤以内。

养殖亏损减轻

养殖盈亏情况改善源于猪价强劲反弹。
生猪价格从3月份第4周12.52元/公斤开始，
持续回升至5月份第1周14.89元/公斤，累计
上涨18.9%，不过同比依然跌32.3%。

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生猪价格比猪肉
价格回升幅度更大。专家认为，究其原因：一
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区域调运
不畅、生猪出栏遇阻，市场生猪供应量环比下
降；二是4月份国家连续收储4批16万吨冻猪
肉，地方也相继启动省级、市级储备猪肉收储工
作，支撑了市场行情；三是养殖户对后期价格看
涨，压栏惜售；四是一季度猪肉进口42万吨，同
比下降64.2%，部分港口进口冻品流通遇阻。

受猪价回升以及养殖户对下半年猪价看
好等因素的影响，仔猪价格连续6周累计上涨
23.3%，5月第1周达到29.41元/公斤。当前，仔
猪价格已回升到生产成本线或者成本线以上。

保持一定期望值

根据近年生产成本数据测算，生猪生产盈
亏平衡点的猪粮比价约为7∶1。当猪粮比价低
于5∶1时，视为进入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5
月4日猪粮比价为5.32，比2月份的4.90有所改
善，但仍处于过度下跌二级预警区间。

从短期看，“五一”后猪价将回调，但回落
幅度不大。主要是因为“五一”后猪肉消费疲
软。前期压栏的一批大猪可能将在5月份陆续
出栏，短时间内市场可能供大于求。

不过，从今年二季度开始，猪价将会呈震
荡回升走势。“今年4月份，北京新发地农产品
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加权平均价是16.72元/
公斤，比2019年同期的18.64元/公斤下降了
10.30%，销量也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约7%。
这一方面说明生猪供应仍然比较充裕，另一方
面也说明需求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后期，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趋于稳定，猪肉消费需
求回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刘通说。

“4月份，猪价触底反弹，猪肉供需已由供给
过剩向基本平衡转变，意味着后期猪价继续下
跌的可能性比较小，本轮猪价下跌周期或已结
束，未来可能将进入新一轮周期。”朱增勇说。

猪肉供需趋向
基本平衡夏令水果上新 丰富市民“果盘子”

立夏过后，五月的风会吹响时令的集结号，北京的初夏从来不缺少本地水果的影
子。在这4个地标农产品中，它们有的很年长，慈祥地包罗着无数人的乡愁；有的很年轻，
在时代机遇和人才的助力下，也让自己的名号愈发响亮。无论历史或长或短、产业或小
或大，地标产品始终小心翼翼地传承凝练着可贵的北京味道。

桑椹熟了
大兴区安定镇桑农心中的味道

进入五月后，随着大兴区安定镇
的桑树聚花成果，初夏的风会慢慢吹
红桑椹的脸。在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的众多“京籍”水果中，安定桑椹
对时令的把控总是很精准。不到完全
成熟前，桑椹总吝惜展现它的真味，等
到果实熟透，沁香齁甜的味道又总是
稍纵即逝，若保存不当，从新鲜到变质
不过几个小时。

纵然赏味期限很短，但在知桑爱
桑的安定镇人眼里，家乡桑椹所凝练
的岁月却很长。初夏凌晨三四点，天
还没亮，为确保早上六点前打下桑椹
方便后期售卖，大兴区安定镇的桑农
已早早起床了。桑农中包括三四十岁
的青壮年劳动力，也包括三四岁的小
娃娃，他们在收获季节都要肩负重
任。驶向前野厂村古桑园的路上，总
伴着零碎星光和一路蝉鸣。

收获桑椹，不只是对桑农家庭默
契程度的考验，更讲究细微之处的分
寸。踹树是体力活，但也需要技术，使
出的力道只为震落果实，万不能让蛮
力伤及树干。也正因那些难以细细道
来的技巧，树下的孩子们打小就钦佩
父辈的智慧，在如盖的树冠里，他们
“力无虚发”，总能选中成熟度最适宜
的果实。为了保护这片华北地区面积
最大的古桑林，曾经的古桑园早已由
镇上统一管理，镇里为古树建起必要
的围栏，营造了精致的景观。

千禧年后，安定镇大力支持前野
厂村和周围几个村庄农桑产业的发
展，桑农们走出古桑园，扩大了桑树的
种植面积。当下，安定镇三万五千株
桑树，也多是那时候种下的。在这些
桑树中，以白玉王、大石、龙桑为主流
的桑椹品种，让大个头的桑椹越来越
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和味蕾。

事实上，大兴区栽培桑椹的历史
已超过1500年。明清时期的白色桑
椹，也一度成为贡品被送入皇宫。到
现在，古桑园里桑树纵然未经千年风
霜，却也经历了当下桑农们祖祖辈辈
几百年的传承。

葡萄甜了
“北京吐鲁番”张家湾的种植史

2014年通州张家湾葡萄被认定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5月上
旬，在张家湾葡萄大观园，棚里的“红
双味”和“贵妃玫瑰”刚刚成熟，占地
180亩的园区则在等待盛夏里最热闹
的采摘季。根据《通县志》记载，张家
湾的葡萄始种于元朝，距今已超过
700年。而这些年能被称为“北京吐
鲁番”，主要得益于上世纪九十年

虽然镇上的葡萄从不愁卖，可由
于品种单一，每年葡萄的上市期都集
中在七八月份。为了引进新品种、延
长葡萄上市期，1997年张家湾成立葡

萄协会，许尚斌任葡萄协会会长，工作
重心是引种和植保。到2000年，张家
湾镇葡萄年上市量超过1800万斤。

近年来，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发展，
张家湾葡萄的种植面积经历了不可避
免的缩减，但许尚斌父子仍在园区为
葡萄忙碌。葡萄大观园内的品种一度
达到130多个，但很多品种后来悄无
声息地消失了。淘汰的过程，是葡萄
种植者的最大遗憾，“有的品种风味特
别好，但产量过低；有的品种外观好
看，却不抗病。甚至有的只是并不适
宜在张家湾种植。”

如今，葡萄大观园沉淀凝练了40
个品种，分别能在风味、颜色以及成熟
时间上体现各自的特色。今年是通州
葡萄大观园建园的第二十年，随着此
后几个月里40个品种相继成熟，“北
京吐鲁番”的夏天会更加热闹。

西瓜来了
庞各庄瓜王百里挑一选好瓜

一个月前，大兴区庞各庄的头茬
瓜已经上市。前些天北京的气温比往
年偏低，有人担心地里的西瓜也受天
气影响。而在大兴区老宋瓜园，设施
大棚的面积占了园区总面积的一多
半。瓜园负责人宋绍堂说：“园区所有
的西瓜，目前都长在大棚里，安安稳
稳，长势不错。”

“这些年，园区除了一直主打的
L600和超越梦想、京美2K以外，也承
担着新品种的示范和推广工作。”宋绍
堂说，每年园区有超过100个品种通
过示范对比试验被层层筛选，最终优
中选优，才得以进入市场，被端上市民
的果盘。这其中就包括被市民称为
“西瓜皇后”的京彩1号，以及今年即
将与市民见面的“冰糖碧玉”。

在宋绍堂看来，适合本地种植、产
量稳定、抗逆性抗病性缺一不可。并
且，最近几年，宋绍堂的西瓜还讲究一
些“功能性”，“不但得好吃，我们也希
望西瓜里能多一些营养成分。”宋绍堂
的父亲是庞各庄家喻户晓的瓜王宋宝
森，靠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解决了西
瓜不能重茬连作的问题。

“但到了我这一代，更多的是希望
做好西瓜产业的延伸。包括我们每年

做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试验，以及品
牌推广，其实目的都在于继续深耕产
业链，解锁新的产业模式。”宋绍堂说。

樱桃红了
通州樱桃走进顶级商超

《通县志》对当地种植樱桃的历史
记载可追溯至民国时期，可站在规模
化角度上、在农产品地理标志中，通州
大樱桃谈不上有太多资历。可如今这
年轻的西集大樱桃最终走进了北京最
高端的商超。

作为“春果第一枝”，北京通州西
集樱桃今年来“报春”的时间，比往年
还要早上一周多。3月15日，北京供暖
季还没正式结束，红灯樱桃已经在位
于西集镇沙古堆村的暖棚里报到了，
这个品种果实个头不小，果肉肥厚，也
恰是最受北京市民喜欢的早熟樱桃。
在沙古堆村村西的红樱桃园艺场里，
山东人江寒青是这片樱桃园的主人。
她介绍，早前园区改进了保温措施，科
技加持推动了樱桃提早上市，抢占市
场，也让其有了更高的商业价值。

从3月15日暖棚樱桃上市，到6
月份露地樱桃收尾，位于西集镇西北
端的沙古堆村是当地樱桃的核心产
地，是整个西集最早的樱桃种植地。
已过花甲之年的尹福贵，是沙古堆村
最早接触樱桃种植的人。老尹记得，
第一次感觉到家乡的樱桃种出了些名
气，是在2006年前后。家家户户种樱
桃让整个小镇的樱桃面积有了一定的
规模，那时年产量能够达到70万公
斤，产值超过千万。区里办起了樱桃
文化节，“通州大樱桃”开始成为北京
市民耳熟能详的本地水果。

到了2010年底，农业部批准对“通
州大樱桃”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从开始引进樱桃种植，到实现产
业化，西集镇樱桃的发展速度之快令
人惊讶。老尹的园区是西集老牌的樱
桃园，专注于线上订购和线下采摘相
结合的销售模式。而自2016年起，江
寒青的樱桃开始走入BHG华联精品超
市，此后每年的3月到6月，北京SKP商
场地下一层，来自西集镇的樱桃从未
缺席，采购者都感到意外，原来北京也
有这么好吃的樱桃。 （田杰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