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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是此次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重災區，禽類市
場驟冷，令該省大多數養殖戶措手不及。蘭溪市女埠

鎮是浙江中部地區主要家禽養殖基地，雞、鴨主要銷往上
海、杭州、寧波等地，去年家禽銷售產值達5,000萬元。女
埠鎮山野養殖合作社社長章少平無奈地告訴記者，自爆出禽
流感疫情後，這裡的雞、鴨就無人問津。「以前每天都有外
地車輛前來採購，如今卻門可羅雀。」

價格降至冰點 活禽養多虧越多

章少平稱，現在各地紛紛關閉活禽交易市場，無疑是給養
殖行業發了一張死刑通知書。活禽沒人收購，價格隨即大跳
水，雞肉由原本每斤6.5元跌至現在的1.8元，價格降到了歷
史冰點。現在全鎮囤積了幾十萬隻雞鴨，這些活禽不但賣不
出去，每天還須飼養牠們，養得越多虧得越多。
有14年養鴨經驗的女埠鎮養殖戶劉升明對記者稱，現在每

天都收聽廣播關注疫情，每天新增的病例讓他越聽越慌。他
給記者報了幾個數據：與3年前相比，當時飼料的價格每包
114元，現在漲至126元；當時鴨苗價格2元，目前漲至8元。
不過，現在的雞鴨卻以每斤2元以下的價格賤賣，比育苗和
藥費的價格都低。劉升明的棚裡積壓了4,000多隻鴨子，估
計至少損失10萬元。

雞鴨棚多荒廢 養殖戶恐難翻身

章少平對記者說，鎮上虧本十幾萬元的養
殖戶比比皆是，很多養殖戶生活難以為

繼。如果各地持續關閉活禽市場，
他們根本沒有出路。章少平初步
估計，目前該鎮活禽業因為這一
役損失至少600萬元以上。他預
計：「照此行情下去，不出3個
月，鎮上將找不到一家養雞戶

了！」

他回想2005年當地爆發H5N1禽流感時，在當年元月僅關
閉交易市場半個月，且只是局部地區關閉，損失尚能承受。
不過，若目前形勢繼續發展下去，用不㠥關閉活禽市場，養
殖戶自然就會被淘汰，很多養殖戶經此一役，這輩子都難以
翻身。記者在村上走訪了一圈，發現很多雞鴨棚已經荒廢。
章少平表示，現在鎮上留棚的雞已經由一日兩餵改為一日

一餵，更有村民忍痛把2,000隻雞就地活埋。「一隻肉雞要
長到70天才能出售，現在20天不到就自行處理了。」章少平
說，政府雖不鼓勵這種行為，但根本攔不住。
眼看㠥一些去年賺了十幾萬元的養殖戶因為該行業的變

故，生活境況跌至溫飽的邊緣。作為養殖合作社社長的章
少平，已由昔日負責幫村民賣雞，如今四出奔走幫助村民
找工作。

浙江省寧波市雖然沒有出現1宗H7N9
禽流感病例，但也飽受「零銷量」之
苦。寧波家禽業龍頭企業寧波振寧牧業
有限公司如今種雞賣不出，種蛋也不敢
孵化，積壓的種蛋每天以1,000多斤的速
度積壓。

企業資金鏈臨斷裂

寧波市振寧牧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屠友
金表示，如今每天企業不算管理成本仍
虧損20萬元，如今疫情已個多月，企業
損失800多萬元。看㠥每天出欄1萬多隻
雞，滿眼都是負擔，企業資金鏈面臨斷
裂。「政府出台的補助政策遠遠不夠，
資金杯水車薪也未到位，冰凍處理是沒
有辦法的辦法，很多小農戶利益照顧不
到，就會去上訪了。政府應盡快說明禽
流感傳染渠道，盡快開放交易市場，恢
復消費者信心。」
調查顯示，自4月4日以來，寧波市蛋

禽、肉禽和苗禽產品無論銷售量，還是
銷售價格均大幅下跌，活禽及產品積壓
嚴重。截至4月9日，已簽訂的訂單計劃
全部取消，銷售量降至正常水平的1至
5%，價格下跌三分之二，目前寧波市的
活禽及禽產品交易已接近停滯。據統
計，自4月4日以來，全市已積壓禽肉90
噸、禽蛋1,700噸、苗禽120萬隻。

面對禽流感疫情的巨大衝擊，不少稍有規
模的養殖戶選擇苦苦支撐；但對於抗風險能
力較弱的「低、小、散」養殖戶來說，可能
就此傾家蕩產，一輩子翻不了身。

養殖大戶日虧25萬

4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暫停活禽交易。
在杭州市城北畜禽交易市場的沈姓養殖大
戶告訴記者，他經營的孵化場平均每天孵
出約25萬隻鴨苗，如今交易停止，只好對
已孵化的鴨苗進行無害化處理，「或悶死
或扔進焚燒爐」，沈師傅十分痛心地說，
「以往這些鴨苗售價是每斤1.3至1.5元，這
樣算來，一天就損失25萬元。」
浙江省安吉縣聯誼聯合家禽專業合作社

負責人高健稱，該合作社是目前安吉縣家
禽養殖業中規模最大的企業，養殖量了佔
安吉總養殖量的三分之二。「現在活雞批
發價降至每斤2.8元，保本價為每斤4.8元，
賣1隻雞平均虧損7元左右。」高健還告訴

記者，對於抗風險能力較強的規模養殖企
業來說，H7N9禽流感的衝擊尚未導致企業
出現資金鏈斷裂，但對於「低、小、散」
經營的農戶來說，「可能會令農戶傾家蕩
產，一輩子翻不了身」。

迄今禽業損240億

對於規模較大的家禽養殖企業來說，其
抗風險能力較小散戶強。高健說，「我們
有完善的冷凍設備，現在已經把滯銷的活
雞屠宰入冷庫，待過了禽流感的風波，價
格應該會回升，我們盡量把損失降到最
小。」記者從江蘇常州立華畜禽有限公司
獲悉，該企業早在H7N9禽流感疫情出現
前，就儲備了5億元的抗風險基金，以維繫
企業正常生產經營運轉。
據中國畜牧業協會初步測算，截至4月23

日止，全國家禽行業損失240億元，目前這
一數字正以每日10億元的增速增長，其中
以浙江、廣東等南方省市損失最為嚴重。

H7N9重挫家禽業 各地活禽交易停止 養殖戶活埋禽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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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目前已對涉及禽類養殖的企業和經營戶出

台補償措施，規定對存欄肉雞肉鴨1萬隻以上、蛋雞

蛋鴨2,000隻以上、鵝1,000隻以上、產蛋鴿3,000對

以上、鵪鶉5萬隻以上的養殖場給予一次性補助。

「可是，我們女埠鎮都是規模3,000隻以下的低小

散戶，按照省裡的標準，一戶都夠不上補償標準。」

女埠鎮山野養殖合作社社長章少平說，省裡出台政

策後，地方農業部門的配套措施相對滯後，至今仍

沒有人給他們一個明確的說法。他憶述道，2004－

2005年禽流感時期，政府只對規模達到3,000隻以上

的養殖戶補助2,000元。女埠鎮養殖戶劉升明亦希望

相關部門能建立冷凍場，統一收購。而據記者了

解，女埠鎮當地相關養殖業的保險在兩年前無故暫

停了。

另據記者了解，浙江省或將加快取代活禽交易進

程，除規模化養殖場外，中小規模的養殖場的補助

政策則由各市、縣(市、區)研究制定。不過，蘭溪女

埠鎮、安吉縣對小規模養殖戶的扶助措施至今尚未

有明確說法。

補助門檻高
散戶受惠難

■章少平仔細端詳活雞，想不通什麼地方出了問

題。 本報記者潘恆 攝

交易恢復仍無期 散戶恐傾家蕩產

■養鴨場工人

把鴨苗扔進

「化屍坑」。

中新社

■杭州市城北

畜禽交易市場

空蕩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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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來的H7N9禽流感讓禽類養殖戶、
經銷商及相關行業猝不及防。不過，從事
禽類產品禽養殖、銷售的浙江省溫州企業
卻見「雞」行事，以每斤3元的超低成本在
市場上大量收購活雞，為日後積蓄能量。
浙江溫州進興農業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

張海川介紹，目前，由於受禽流感影響，
禽類產品銷售停滯，非定點養殖戶大量拋
售活雞、活鴨，導致活雞價格降至每斤3
元。張海川表示，他們訂單養殖的活雞價
格每隻13元左右，而目前活雞價格大大低
於成本價，他們覺得非常划算，所以大量
進行收購。截至目前，該公司以每斤3元的
價格收購了20萬隻活雞，按每隻雞相差10
元計算，該公司共減少成本達200餘萬元。
當然，在目前銷售幾近癱瘓的情況下，

這樣的收購會增加公司的檢驗、冷藏和資
金運作成本。不過，張海川表示，「只要
質量過關，產品品質保證，我對未來的銷
售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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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江蘇省農委估計，因受H7N9禽流
感影響，全省每日損失高達1億元。為
穩定禽產業發展而出台的《意見》中提
出通過項目扶持方式，安排2,500萬元資
金扶持增加活禽加工收儲。
據江蘇省農委估計，江蘇省家禽業產

值545億元，佔畜牧業產值的46%，現在
每天損失高達1億元。由於江蘇多市的
活禽交易市場關閉，部分家禽及其產品
收購商取消訂單，活禽銷售停滯。
有見及此，《意見》通過項目扶持方

式，對家禽規模養殖場、合作社、養殖
大戶給予傾斜支持，穩定家禽生產，省
財政安排2,500萬元資金，對收儲企業租
賃冷庫等費用給予補助，市縣財政按1:1
比例配套，對禽類交易市場，按照有關
規定予以關閉或開啟，推行加工包裝家
禽產品替代活禽上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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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人員正把活雞入袋，準備掩埋。

■見「雞」行事的進興農業開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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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生意變差，10元一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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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談「禽」色變，不但禽類養殖業

受到重創，活禽銷售亦遭遇寒冬。圖為

一名雞販掩面以對滯銷的雞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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