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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西农民报》

多部门联合启动中央储备猪肉收储

□ 实习记者 刘丽霞

粥，古称“糜”，是我国饮食文化精粹之

一，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清代黄云鹄

在其 《粥谱》 中说“粥于养老最宜：一省

费，二津润，三味全，四利膈，五易消化”，

对食粥养生大力推崇。而在今天，“一碗粥

道”也成为吕梁名特优功能食品，逐渐被大

众所知晓。“一碗粥道”品牌是由 80后青年

张云创立的，张云是山西青创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2019年他在团中央驻石楼县扶

贫工作队的大力扶持和指导下，创立了“一

碗粥道”品牌，并通过“公司+电商+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带动 200 多名贫困群众增

收。2020年公司销售额达 300余万元。

张云的家在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裴沟

乡。石楼是一个深度贫困县，跟乡里的其他

同龄人一样，大学毕业后张云就一直在外打

拼，从南到北，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漂

泊十年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一些人脉和资

金，反而让他有了回到家乡做一点事儿，带

着父老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想法。2017年，他

回到那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决心立足于

当地资源，发掘、打造石楼人自己的品牌，

努力实现自我价值，为石楼县全民脱贫致富

奔小康做出贡献。

石楼是国内闻名的小杂粮生产基地，家

乡的红枣、杂粮素来有“救命粮”“铁杆庄

稼”“致富果”的赞誉，人们感叹黄河岸红枣

的鲜甜饱满，却又为近些年农产品市场的

“没落”而惋惜。黄河岸的红枣启发了张云，

于是，在县里和团中央扶贫工作队的帮助支

持下，几经琢磨，他带领创业团队研发生产

出以石楼特色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代餐粥类

扶贫产品“一碗粥道”，寓意着探求返乡青年

创业之道、精品粥类产品之道、带动百姓增

收之道，以“公司+合作社+村集体+农户”为

基本运营模式，打通了与贫困户、村集体之

间的收益渠道。在他看来，通过精深加工、

品牌建设可切实提高当地红枣、小米等农副

产品的产业附加值。只有走深加工之路，挖

掘石楼县杂粮的绿色健康有机的价值，才能

把农副产品价值最大化，提高农民收入。

创业难，吃苦辛苦是最基本的，起早贪

黑更是家常便饭。自 2017 年创业以来，他

几乎每天都在熬夜，很多时候凌晨四点到晚

上八点都在厂区忙碌。为了学习新技术、考

察新设备，钻研新配方，请教老专家，曾十

数次南下北上，日夜奔波。经过考察和研

究，终于带领团队统一了配方和制作工艺。

创业两年来，从代工、零售、培训，到机器

的设计、改良、销售，走出了一条集代餐、

保健、养生、药膳的即食大道。

通过严谨的考察分析，他注册成立了“山

西省吕梁市石楼县金禾小杂粮专业合作社”。

立足于石楼县天然、绿色、优质的有机小米、

红枣、红小豆等小杂粮原料，开发和生产五谷

杂粮代餐系列产品。经过一番苦干，加工厂一

期项目顺利完成投产，拥有无尘车间、红外线

低温烘焙线、自动包装线以及由专业骨干组成

的经营团队，加工的产品有红豆薏米粉，小米

红枣粥，小米绿豆粥等产品。

合作社的产品初期以代工的形式在各大

电商平台出售，每月销售额 30 多万元，每

月收购小杂粮原料 7500 斤左右，为石楼县

产业扶贫发展和带动、为地方种植产业的良

好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目前，虽然公司

和合作社正处于发展壮大阶段，但作为石楼

县农副产品产业链的连接中心，我和整个团

队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在促进和推动

石楼县小杂粮产业上的各个环节联成一条

龙，拧成一股绳，做大做强，做出实力，做

出品牌。”张云对此信心满满。

2019年1月，合作社在团中央驻石楼县扶

贫工作队的大力帮助指导下，为了更好地做好

生产与经营，在金禾小杂粮合作社的基础上成

立了“山西青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开

发了新的品牌“一碗粥道”。目前在实行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并且结合

石楼当地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严格的企业与村

集体和贫困户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初步探索

出来一条电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三变升级

版。在公司创新发展、村集体壮大的同时，让

贫困群众切切实实得到实际利益，达到创收、

创利、获得、获益的初衷。该项目被定为团中

央驻石楼扶贫工作队的重点帮扶开发项目。

张云公司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随着企业的发展，带动了一批

贫困户的农产品销售，促进了贫困户的脱贫

增收，“我们希望通过收购贫困户的粮食、

解决贫困户就业，带着大家一起脱贫”。这

是张云心底最朴实的想法。

今年 46 岁的贫困户靳凤明是裴沟乡杨

家坡村人，他和妻子都在张云的工厂干活。

之前，妻子在家做饭，自己旱地种粮，过着

靠天吃饭的日子。现在，他负责向周边七八

十户贫困户以保护价收购干果杂粮，妻子则

在生产线上包装产品，两口子年收入加起来

近 6 万 元 ，“ 比 起 过 去 的 日 子 真 是 天 差 地

别。”靳凤明说，“山里环境好，粮食品质也

好，现在收入高了，日子越过越有盼头，好

日子还在后头呢。”

虽然订单数量在不断增多，但张云更多

地感受到的是身上沉甸甸的担子，“这些订

单里盛着厂子里 60多户、200多口乡亲的生

计和饭碗”。相比这笔笔订单，张云更看重

的是要让消费者获得长期的品质保证，形成

良好的品牌效应，把产品的高质量、功效性

作为抢占市场的“王牌”，对他而言，这更

是带动石楼乡亲们实现增收致富的“持久

战”，张云正在用“一碗粥”温暖着一座城。

“一碗粥”温暖一座城
——记山西青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

奉献吕梁奉献吕梁 服务服务““六新六新””优秀个人风采录优秀个人风采录

近日，笔者从商务部获

悉，为切实增强中央储备猪

肉应急保供能力，更好发挥

政府猪肉储备调节作用，商

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等近日启动 2021 年

度中央储备猪肉收储工作，

定于 7月 7日公开竞价收储

本年度第一批中央储备冻

猪肉 2万吨。

此 前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

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

联合印发《完善政府猪肉储

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

保供稳价工作预案》（以下

简称《预案》）。根据《预案》

对过度下跌情形预警分级，

当猪粮比价低于 6∶1 时，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三级

预警；当猪粮比价连续 3 周

处于 5∶1-6∶1，或能繁母猪

存栏量单月同比降幅达到

5%，或能繁母猪存栏量连

续 3 个 月 累 计 降 幅 在 5%-
10%时，发布二级预警；当

猪粮比价低于 5∶1，或能繁

母猪存栏量单月同比降幅

达到 10%，或能繁母猪存栏

量连续 3 个月累计降幅超

过 10%时，发布一级预警。

《预案》规定，当生猪大

范围恐慌性出栏、生猪和猪

肉价格大幅下跌时，实施临

时 储 备 收 储 ，以 有 效“ 托

市”。其中，国家层面发布

过度下跌一级预警时，中央

和地方全面启动收储。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

测，6 月 21 日至 25 日，全国

平均猪粮比价为 4.90∶1，已

进入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

间（低于 5∶1）。

据《经济参考报》

苹果是很受欢迎的水

果，果肉里面营养丰富，汁

多味甜，市场有许多消费者

选 购 ，产 生 的 效 益 非 常 不

错 ，从 我 国 种 植 的 情 况 来

看，大多数产区种植多个苹

果品种，那么优质红苹果品

种有哪些呢？

1、红富士苹果

红富士苹果原产于国外

的日本，成熟后，果皮上全

红，有白色条纹，非常耐贮

藏，果实采收期为 5-7月份，

有抗性强、耐寒的特点，果实

的颜色为淡粉红色，现在河

北、山东、陕西、天津、河南等

地都有生产，产地苹果品质

上乘，种植效益很高。

2、烟富8

这是经过芽变而来的

红苹果品种，果面浓红，着

色快，是商品性比较高的品

种之一，它可以利用光照将

养分转化成有机物，提升果

实品质和大小，所以种植烟

富 8 苹果需要充足的肥水，

才可以提升苹果的养分积

累，因为耐寒，抗性高，产出

的烟富 8 果品优势，种植效

益高。

3、昌阳红

该苹果表面有条纹，果

实成熟时，颜色白里透红，

果汁多，味甜可口，果皮有

清晰的白色条纹，品质属于

中上水平，因为口感好，营

养 丰 富 ，深 受 种 植 朋 友 喜

欢，产地种植比较多，至今，

销量依然排行前列，市场效

益高。

4、昂林苹果

这种苹果在很多地方

都有生产，果实成熟时为圆

形，果形端正，外果皮的颜

色为鲜红色，果皮薄，果肉

为淡黄色，食用口感清甜，

而且带有浓郁的香味，因为

适应性强、抗病，很容易丰

产，现在多地都有种植。

吾谷网

优质红苹果品种有哪些？

今年的养殖业一直比较

低迷，其实近期猪价波动外，

养羊、养牛业也不太好，行情

有所低迷，很多养殖户对未

来行情充满了不利猜想，那

么接下来养殖业前景如何？

牛价

从近期的牛肉批发来

看，均价为 76.38元/kg，相比

年初微跌了 3 元/kg。其中

北京批发价为 63-66元/kg，
天津韩家墅为 71 元/kg，邯

郸天仙果品为 63.5元/kg，石

家庄桥西市场为 70 元/kg，
可见，北方的牛肉跌幅比较

明显，但南方依旧偏高，如

上 海 为 83- 85.95 元/kg，深

圳福田为 89 元/kg，长治紫

坊市场为 82元/kg。
南北地区的牛肉批发价

差别这么大，其实还因北方

的活牛行情有所下滑，如内

蒙古行情为 30.2-33.0元/kg，
黑龙江为 31.0-33.6元/kg，山
东为 31.6-34.0元/kg，河北为

31.0-34.4元/kg，相比 4-5月

份跌了2.0-3.0元/kg。
就连牛犊价格也有所

下滑，如 200 公斤小公牛为

11500 元，250 公斤为 13500
元，相比年初跌了 1200 元，

相 比 4 月 份 跌 了 600- 700
元。因牛犊的下滑，市场的

恐慌情绪增多，很多牛农不

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也有

一些新手开始卖牛，生怕接

下来牛价像羊价一样下跌。

其实大家大可不必担

心 ，我 国 的 牛 肉 缺 口 高 达

200 多 万 吨 ，一 年 才 产 600
多万吨，而如今国际牛肉上

涨，进口成本增加，因此预

计 接 下 来 不 会 继 续 上 涨 。

但如果大家恐慌性卖牛，恐

怕行情就不尽如人意了。

羊价

羊价行情一直不是太

好，从 6 月份开始行情就在

持续下滑中，养羊人也进入

了“寒冬”，一头羊能够保本

就不错了，不少羊农更是进

入亏损中。近期羊肉均价

为 73.01 元/kg，相比年初时

跌了 6元/kg，从各地的批发

行情来看，北京普遍跌到了

51-53.9 元/kg，年内大跌了

19 元/kg；邯 郸 天 仙 果 品 为

67 元/kg，晋城绿欣为 78 元/
kg，包头友谊蔬菜为 74 元/
kg，青岛城阳为 98 元/kg，凌

家塘市场为 76元/kg。
从批发信息来看，北方

羊肉批发价大跌，其实这是

受活羊价格大跌所影响的，

4月份时活羊还在 32-34元/
kg，如今已跌到了 13 元/kg
左右，养羊人信心大跌，不

少人加快了出栏速度，生怕

行情低迷，亏损加大。

养殖业何时回暖

其实想要盼望养殖业

飘红上涨，还要看养猪业如

何，只有养猪业上涨，才能

带动其他产业跟涨。不过

业内表示，7 月下旬或 8 月

初，随着标猪偏紧、牛猪出

栏，预计养猪业会迎来飘红

上涨，突破 20 元/公斤以上

也不是不可能，到时候也会

带 动 其 他 畜 禽 业 的 发 展 。

同时，官方也明确强调，支

持牛羊产业发展，扩大养殖

规模，提高肉牛羊品质，提

升乳品质量，在保证养殖户

利润的同时，保证牛肉羊品

质更优。接下来还将加大

对牛羊、生猪养殖大县的奖

补，并推广良种，让养殖户

有更好的收益。 农业网

猪牛羊都不景气 养殖业何时回暖

保障粮食安全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题

中之义。孝义市域面积 945.8平方公里，耕地

52.7万亩、基本农田 42.4万亩，耕地播种面积

29.8 万亩，是吕梁主要粮食和农副产品供给

保障区。近年来，孝义市深度解读新时代“三

农”工作内涵，紧紧围绕“产量丰、库存足”目

标要求，聚焦农村农业“谁来种地、种什么地、

地怎么种”三大难题，探索构建更高层次、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

体系，立足保质保量完成 27 万亩播种面积、

8500万公斤产量目标任务，为全市乡村振兴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探索破解

“谁来种地”难题。作为全国百强县市，孝义

市城镇化率达 71%，居全省县级之首。随着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适龄劳动力流

向城镇，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严重等问题逐渐

显现。为此，孝义市把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作为重中之重，实施“三大工程”。实施政策

保护工程。健全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进

一步提高农机购置、农技推广、良种培育等政

策倾斜力度。按照“扩面、增品、提标”要求，

探索出台农业综合保险政策，为全市 14.6 万

亩主要农作物、5.3万亩小杂粮、3万余头生猪

全部缴纳农业保险，最大限度降低农户种粮

风险。实施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扎实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支持新型经营主

体建设，培育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1户、省级

农业龙头企业 9户、农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 1
户，农民合作社达到 866户，家庭农场达到 76

户。探索出“下堡镇八村联合的核桃产业党

支部＋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机手”核桃产业托管新模式，通过以

耕代种、土地托管等经营模式，把小农生产引

入现代化农业发展轨道。深入实施职业农民

培育工程。推进“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

根据农民需求，科学设置育苗改良、技术管护

等“菜单式”培训目录。坚持“应培尽培、愿培

尽培”，组织开展农民素质大培训、“乡村农民

夜校”等活动，累计培训农民 11.9 万人次，培

训新型职业农民 1687人，为乡村振兴提供有

力人才支撑。

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耕地，探索破解“种

什么地”难题。耕地是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

化的根基命脉。孝义市坚持“藏粮于地”战

略，积极创优土地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模式，

不断拓展农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实行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健全完善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加强用途管制和用地审批，严控建设

用地占用优质耕地。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特殊保护制度，严防死守 49.55 万亩耕地红

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积极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利用

计划增存挂钩，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建设用地，

实现土地“二次开发”。下大力气提升耕地质

量和产能。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加快农业基础建设，全面落实高

产田改造、农技应用等措施，积极推广秸秆还

田、施用有机肥等技术，科学推进农药减量控

害。2021年新铺开 1.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力争“十四五”期间新增高标准农田 12万亩，

主导产业良种率达 99%以上，农机化率达

80%以上。多措并举遏制水土环境污染。健

全完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网络，对龙头企业、

合作社、示范园区实行常态化、规范化监测管

理。大力支持全省唯一的生物可降解塑料生

产企业金晖兆隆有限公司开展新型环保地膜

研发推广，扎实推进农田残膜和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工作。严格落实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主要通过堆沤发酵、沼气池、有机肥、好氧

发酵池四种方式进行处理，实现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到 92%以上，散养密集区建设粪污集

中处理点示范效应初见成效。以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为抓手，持续加强矿山生态修复和固

废综合治理，严厉打击破坏耕地等违法行为，

坚决打赢农业水土污染防治攻坚战。

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探索

破解“地怎么种”难题。坚持“藏粮于技”战

略，加快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有效改造提

升农业传统动能。重点抓好四个关键。加快

农业集群化发展。深入推进“一县一业一联

盟、一乡一特一园区、一村一品一基地”建设，

探索更加多元、现代、特色的农业规模化发展

模式。总结推广阳泉曲镇养殖小区、下堡万

亩核桃托管、下栅绿色循环发展园等模式，引

导龙头企业、合作社和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

域、参与乡村振兴，不断提高农业集群化、规

模化发展水平，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收

入突破 14 亿元。加快农业“特”“优”发展。

坚持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全政策链

扶持，持续壮大核桃、畜禽养殖、设施蔬菜等

特色产业，着力提升大孝堡蔬菜、梧桐豆制

品、下栅小米等特色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积极

推动一果“北纬四时”、金圪 等进军“晋”字

号“特”“优”品牌目录库，扶持推广杨氏核桃

茶、孝怡好茶等特色药茶产品，构建种类繁

多、品质优良、销路畅通、效益明显的农业现

代化发展格局。加快农技服务步伐。每年根

据实际出台专门指导方案，将春耕备耕等任

务细化到乡到村，把面积落实到地到田。结

合“三支队伍”改革，常态化组建技术指导小

组，开展农业技术服务，推动控旺防倒、促弱

转壮等关键措施落实到位。持续加强病虫害

监测预警，及时开展小麦条锈病、赤霉病、油

菜菌核病等应急防治，努力做到统防统治、绿

色防控。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持续深化与山

西农谷合作，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实行“揭榜挂

帅”，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实现农业产学

研一体化发展。规划布局“5G＋”场景应用，

提高小型农机具、无人机等新装备运用，实现

粮食全产业链智能化、技术化监测管护，切实

提高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提质的贡献率。

聚焦农村三大难题 破解农业发展瓶颈
——孝义市积极探索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径

□ 解德辉 郭晓江

8 月 6 日，市区凤山路阳光路段供热管道提升改造工程开

始建设围挡、挖掘路面，进入施工阶段。

近年来，随着城市框架的不断拉大，市区集中供热面积成

倍增加，市民反映供热质量不高、供暖期室温较低，老旧供热管

网故障频发等问题屡见不鲜。市委、市政府站在提高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的角度启动了市区换热站及管网系统提升改

造工程。

记者 郭炳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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