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視記者最近走訪了死豬的主要來源地浙江省嘉興市，發現大量死豬污染下游

河道事件的原因之一，是當地政府未能兌現給予每頭死豬80元的補助所致。為了

解事件真相，本報記者深入被稱為「豬三角」的嘉興市新豐鎮竹林村採訪。當地

官員稱，80元補貼現在已確認補助到位；不過，多名農戶稱，「好像聽說每病死

一頭豬，政府會補助農戶80元，可是這筆錢從未收到。」

■文 /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恆、茅建興，實習記者 錢舒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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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經過數日實地探訪，發現養豬
這個中國最傳統的農耕經濟，在浙江

省嘉興市正經受多方挑戰。土地承載量過
大，環境污染加劇，產業結構過於單一。
新豐鎮竹林村的養豬戶洪振(化名)稱，該

鎮十個村子近萬名農戶，基本是家家養
豬，與附近的鳳橋、西塘橋被當地人喻為
「豬三角」，是嘉興最密集的生豬基地，竹
林村更是遠近聞名。竹林村的養豬業始於
上世紀80年代，曾向香港提供生豬而被稱
為「臨港豬」。

養豬門檻低 國家有補貼

洪振表示，2008年豬肉行情很好，身邊
養豬的都發了財。他看㠥眼紅，果斷從幹
了十幾年的箱包廠辭職回家養豬。相比其
他行業，養豬的門檻很低。不用營業執
照、不用納稅，國家還有補貼。現在如他
這樣30、40歲的養豬人很多，農民都願意
養豬。」
可是去年底以來急轉之下的豬價行情讓洪

振措手不及。家門口新建的豬舍至今空置，
各種工具和飼料袋散落一地。「這段時間溫
差大，白天晚上相差十幾度，小豬就容易發

病死掉。」雖然每個養豬村都建有無害化處
理池，但是記者在採訪時河道裡仍然可以見
到腐爛的死豬。一些村民稱，這裡河網密
佈，豬圈都與河流相通，所以很多村民都將
死豬丟進家門口的河裡。
本報記者採訪中，多名農戶表示，「好

像聽說每病死一頭豬，政府會補助農戶80
元，可是這筆錢從來沒有收到過。」洪振
說，前年他沒有收到這筆補助款，去年好
像拿了50元是母豬的補貼，但不清楚死豬
處理補助費從哪來。
而據央視《新聞調查》早前報道，從

2011年開始農業部專門出台文件規定，如
果生豬養殖戶的豬出現非正常死亡給予80
元的補貼，就是希望在經濟上疏導農戶按
照正常途徑處理死豬，但是在採訪中記者
發現村民對這80元的補貼並不知曉。央視
指出，其實從政策制定初衷，一方面讓農
民減少一點損失，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勵
農民通過拿到這個補貼，把死豬進入到一
個正常的處理環節去。可以這樣理解，就
是這個80元的補貼，補貼當時的政策目標
就沒有完全兌現。
對此，本報記者查閱到浙江省農業廳和

財政廳去年6月發佈的《關於做好生豬規模
化養殖場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助有關工作
的通知》文件。通知中寫明，對規模豬場
養殖環節的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費用按每頭
80元的標準給予補助。

相關補貼發放 官稱以村為單位

對此，新豐鎮竹林村村委書記陳雲華解
釋說，這個補助款發放是以村為單位，農
戶一般不能直接拿到。有意思的是，陳雲
華說這筆補助款村裡之前沒有拿到，現在
是確認補助到位了。「那是不是出了這個
新聞事件後才補的？」「這個就你自己去想
了。」陳雲華說完匆匆掛了電話。嘉興市
畜牧獸醫局副局長蔣皓則以開會為由未接
受記者採訪。

採訪中有農戶還說，村裡派人來清理豬
糞豬尿要收10元的手續費，而生豬出欄檢
疫，村裡協管員來收豬送檢疫時每頭豬還
要收10元。
新豐鎮副鎮長黃軍解釋說，鎮上按照

「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以三廢公司的形
式運營，按照豬的出欄數確實要收10元的
處理服務費。

有嘉興村民稱，「村民圖省事，將大
量死豬往河裡扔⋯⋯不是說政府不收(死
豬)，而是因為這裡散戶太多，政府根本
無法管理」。作為生豬主產區的嘉興，
去年生豬飼養量達734萬頭，生豬養殖
場戶近13萬個，出欄規模50頭以下的養
殖戶佔89%。這些散戶與規模化養殖場
相比，在防疫和整體環境保護等措施方
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因豬舍非專業
設計，缺乏防寒和消毒等設施，以及一
些傳染病疫苗價格昂貴，生豬死亡率一
直維持較高水平。
一名養豬專業戶指出：「前兩年行情

好，養豬的人多了很多，養的豬多了死

的自然也多。現在豬肉價格下來了，養
頭豬平均要虧一兩百元，打育苗、增加
保暖設施等都要花錢，對於虧錢的東
西，不盡心、對疫病防治缺乏經驗的農
戶就很容易造成小豬仔死亡，素質差點
的養殖戶就亂扔了。」

滯銷致欠數十萬飼料款

豬農洪振也表示，竹林村很多農戶都
是自繁自養，飼料、獸藥如今都增大了
養大豬仔的成本，而當地飼料多是掛賬
的，等豬長大賣出去再收賬。豬肉市場
的不景氣，讓許多農戶心理壓力增大，
有的甚至已欠了幾十萬的飼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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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農業推廣網」文章顯示，一頭豬從出生到端上餐桌需要經歷飼
料和飼養、販豬和運輸、屠宰、批發、零售共5個環節，其中販豬和運輸
環節利潤佔比竟達73%，而各項環節總利潤是一頭豬總成本的兩倍，奇高
的利潤和嚴重不平衡的分配造成市場不確定因素增加。一旦某個環節出問
題，整條產業鏈會變得非常脆弱，出現恐慌拋售的現象在所難免。
雖然目前的養豬戶處於普遍虧損，但是市場上的肉價仍是居高不下。多

位養豬戶向記者抱怨，對於肉價他們根本沒有議價能力。
嘉興海鹽縣2006年6至7月曾出現「豬價比不上菜價」的兩難境地，當時

每市斤2元的豬仔最低只售1.6元，豬農處於嚴重虧損狀態。一些養豬者被
迫宰殺母豬維持收支平衡，致使能繁母豬存欄數銳減。據當年第三季度調
查，海鹽縣母豬存欄數比上年同期銳減少32%。
今年的豬肉價格為什麼會跌入低谷？據農產品物價監測預警點調查，生

豬行情在2011年達到歷史高位之後，2012年春節後3月下旬開始呈現「跌
跌不休」的態勢，直到2012年11月中旬，在飼料原料大幅漲價的推動下，
豬價又出現了小幅回升。

豬糧貴成本增 生豬多降價

據嘉興平湖市農經局資料顯示，一季該市生豬出欄12.09萬頭，與去年
同期相比增加10.30%。生豬價格在1月中旬達到頂峰，然後就急轉直下。
短短一個多月時間，生豬價格達到4元/公斤的降幅。
與此同時，豬糧的高企也升高養殖成本。今年以來的玉米、豆粕、小麥

麩等飼料原料價格，總體基本維持不變，
從而造成豬糧比、豬料比直線下降，二月
底三月初豬糧比為5.25:1，大大低於浙江省
所定的6:1的盈虧平衡點，已處於黃色區域(豬
糧比價在5.5︰1至5.0︰1之間，價格中度下
跌)，離紅色區域(豬糧比價低於5.0︰1，價格
重度下跌)也為之不遠了。
有文章分析，進入2月以來，豬價的下行造

成部分養殖戶產生恐慌心理，部分將本該年
後出欄的豬提前上市。商務部及相關部門向
市場投放了4800噸中央儲備凍豬肉，對
市場信心影響較大，加速了養殖戶出
欄速度。受春節前外地務工人員返鄉
影響，終端市場需求也減弱，進入節
後消費淡季。直到2月底，嘉興市生
豬出欄價跌至14元/公斤以下，跌
破養豬戶心理防線，大量毛豬拋售
現象再次出現。

當地政府去年下半年對回收病死豬豬
販的打擊，一定程度上造成目前死豬增
多，隨意拋棄的現象。據《法制日報》
報道，去年11月8日，嘉興市中院對17
人製售死豬肉案作出判決，3人被判無
期徒刑。被告人參與生產、銷售死豬肉

總金額高達865萬餘元。

村領導視若無睹

國家首席獸醫師于康震早前也證實，
由於嘉興一些養殖場戶陋習難改，加上
監管和無害化處理能力不足，導致隨意
拋棄死豬情況仍有發生。有嘉興村民
稱，「往年死豬都流向餐桌，但近年打擊
力度加大，現在是死豬多到無法處理」。

徹底溶解需一年

養豬戶蔡名(化名)告訴記者，其實收
死豬賣錢的現象從前一直都有，到去年
為止的近十年內未曾中斷。村民大多對
此心照不宣，村領導也是睜一隻眼閉一
隻眼。蔡名說，這些豬販子到農戶家發
名片，只要出現死豬，晚上開一輛小麵
包車，到家門口時農戶把死豬往車上一
扔，隨便給個100元或50元就走，整個
交易用時不到2分鐘。「作為養豬戶損
失少一點就好，現在政府嚴打後風聲緊

了，這些人大多被抓了，不過一兩年後
可能又會死灰復燃。」
根據規定，病死豬應該作無害化處

理。據嘉興市政府通報，全市目前共建
成無害化處理池573座，計4萬多立方
米。可是記者發現，這些處理池大多掛
起了「病豬池已滿」的牌子，掀開處理
池蓋口查看，確實也是「豬滿為患」。據
了解，這些通過燒鹼溶解的處理池，要
讓一頭病死豬徹底腐爛要一年以上時
間。而顯然現時這樣大批量的處理已不
是無害化處理池可以滿足。
嘉興市政府目前正在推廣大型濕化廠

建設，希望通過招投標，以工業化的方
式處理死豬。可是建廠需要大量的財力
投入，該鎮領導曾半開玩笑地對記者
說，「燒一頭豬比燒一個人還貴。」此
外，建廠的進度還會卡殼在選址上。嘉
興市環保局工作人員表示，老百姓雖然
對環境問題有怨言，但都不願意把工廠
建在自己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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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戶難監管 防疫設施差

賣屍風聲緊 處理池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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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生的黃浦江死豬漂浮事件，引發公眾高度關注。本報記者實

地查訪浙江嘉興時發現，因為豬糞和死豬等污染，嘉興新豐鎮已經從

傳統的「魚米之鄉」變成了一個「豬的水鄉」，事件敲響了當地家畜養

殖業的警鐘。本報從今日起推出上下兩篇系列專題，從經濟及環境兩

方面進行深入剖析，探究內地養豬業現狀及豬農的生存窘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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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養豬戶丁大伯向記者講

述豬販子的生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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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多數無害化處理池已接近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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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戶豬舍設施簡陋，僅以塑料薄膜當

牆。

近期發生的黃浦江死豬漂浮事件，引發公眾高度關注。本報記者實

地查訪浙江嘉興時發現，因為豬糞和死豬等污染，嘉興新豐鎮已經從

傳統的「魚米之鄉」變成了一個「豬的水鄉」，事件敲響了當地家畜養

殖業的警鐘。本報從今日起推出上下兩篇系列專題，從經濟及環境兩

方面進行深入剖析，探究內地養豬業現狀及豬農的生存窘態。

■從3月初至今， 上海黃浦

江打撈出1萬多頭豬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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