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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禽被禁後，冰鮮禽類將取而代之進入市民的餐桌。2月20
日，浙江省副省長鄭繼偉去富陽調研集中屠宰、「殺白雞」
（即「冰鮮雞」）上市工作，並帶頭品嚐冰鮮雞肉，號召大家
正確對待冰鮮禽類。但「殺白雞」的實際情況，並不樂觀。
記者日前在一家大型商場內蹲點半個小時，才有一個老人
在冰鮮雞銷售處買雞。不少市民表示不會買或者會少買「殺
白雞」，主要原因是他們對食品安全表示懷疑。「現在我們
對食品沒有安全感，活雞還可以看雞冠來判斷，但誰知現在
的雞鴨是什麼時候殺了冷藏的，死之前是不是健康的？」因
為家裡有老人和孩子，市民江女士平時特別注重食材的新鮮
和安全。從去年4月份就沒有買過雞鴨了。「不吃雞肉，我
們還可以吃牛肉、豬肉代替。」
作為杭州最大的農貿市場，萬壽亭農貿市場嘗試銷售「殺

白雞」，但杭州市農貿市場行業協會會長吳偉民表示，暫停
活禽交易以來，生意很不好，現在農貿市場的「殺白雞」的
主要客戶還是保持合作關係的飯店，偶爾才有市民買。

禽類消費量減半
「一般市民的購買習慣就是活雞，如果他們不相信殺白雞
的質量，那麼他們寧願選擇不吃。」杭州市農業局畜牧產業
處處長田小明介紹，正常時期，杭州市的活禽消費量為每天
20萬隻。但一份報告估測「殺白上市」後，杭州市禽類的消
費量將減至每天10萬隻。據悉，目前關於鮮凍禽肉生產和經
營衛生要求的國家標準體系尚未完全建立。按計劃，杭州為
保證「殺白雞」的食品安全，將逐步在家禽定點屠宰廠推行
出廠產品統一拴掛產品標識，市民可憑標識追溯家禽的來
源。但田小明告訴記者，杭州市官方獸醫的缺口還很大，其
職業是監控並出具動物衛生證書的執法主體。

記者到達杭州萬壽亭農貿市場時，這個將近
5,000平米的市場，人來人往，但有一個角落沒
有開燈，那原先是市場的活禽攤位，共有8家經
營戶，但現在雞販都在家休息。一扇自動玻璃門
上貼有一張暫停活禽交易的通知。玻璃門內堆滿
了原本用來裝活禽的鐵籠，但現在都空着。
杭州萬壽亭農貿市場總經理吳偉民說，經營

戶都在家休息了，既沒收入又要承擔着攤位
費。據悉，整個杭州的禽類檔販在去年4、5月
的直接損失超過千萬。同時作為杭州市農貿市
場行業協會會長的吳偉民假設說，對於2月份

到7月份這一過渡期，「市民可以選好雞鴨經
營戶，然後把活禽在玻璃門內宰殺，完成放
血、退毛後再給顧客。這其實和『殺白雞』沒
有多大的區別，而且現在的市場設備完全可以
實現。」

禽類交易區改建即荒廢
據悉，杭州市的60多家農貿市場都對禽類交

易區進行了改造，但停止活禽交易後都空置
着。吳偉民指出，禽類交易區在去年9月份杭
州農貿市場二次改革時建造的，單單農貿市場

就花了30萬元左右。他一臉無奈地說，「當初
政府也沒有明確說不要建，整個隔離區建好以
後，杭州就暫停活禽交易了，新的交易區沒有
使用過就荒廢了。」

在政府「匆匆」決定永久停止活禽交易，打
算「一勞永逸」後，「殺白雞」是否安全又成
為一個新的問題，擺在政府面前，不少市民表
示不接受這種消費模式。

儘管不少官員強調「殺白上市」流程嚴謹，
但「承諾」言猶在耳時，記者自己也不敢相信
因為對於「殺白雞」，曾有檔販告訴記者，自
己從來不吃市面上的「殺白雞」。據透露，無
論是2%左右的正常死亡禽類，還是染病死亡的
禽類，「無害化處理」的部分很少，「殺白
雞」後流向市場才是行業內的「潛規則」。

2010年，浙江省頒布了《浙江省動物防疫條
例》，專門設立了「病死動物和病死動物產品無
害化處理」一章。但農戶、商戶的「思想覺悟」
顯然是靠不住的，專業機構和政府官員對於這種
「潛規則」也早就了然在胸。每次食品安全事件
發生後，市民譴責「不良商販」、政府檢查，一
切「風」過後，回到原點。記者覺得，
政府或可以在防疫補償這方面
下功夫。一直以來，
政府對於食品
安全問

題採取的是嚴打措施，但是因為監管有限，農
戶、商戶還是會因利益驅使「屢教不改」。如果
能對積極「無害化處理」的農戶、商戶進行經濟
補償，減少他們因「無害化處理」的經濟損失，
那麼或許可以減少他們「害人」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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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禁的是業內「潛規則」

雞販損失千萬 冀設「過渡期」

浙 省 禽 業 創創

■不少市民表示不會買或者會少買冰鮮雞。本報記者高施倩攝

■■不少養殖戶因為還有不少家禽在手不少養殖戶因為還有不少家禽在手
上上，，想轉行也不行想轉行也不行。。 本報記者倪雁強本報記者倪雁強 攝攝

■花了30萬改造的禽類交易區被空置。
本報記者 高施倩攝

■■浙江省目前有不浙江省目前有不
少具備現有屠宰加工少具備現有屠宰加工
資源的企業資源的企業。。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倪雁強倪雁強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高施倩高施倩、、白林淼白林淼，，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周方怡周方怡

浙江報道浙江報道））面對今年面對今年「「來勢洶洶來勢洶洶」」的的HH77NN99禽流感禽流感，，浙江省浙江省

寧海縣新穎振寧土雞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孔愛國說寧海縣新穎振寧土雞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孔愛國說：「：「浙江禽浙江禽

流感感染人數不斷上升流感感染人數不斷上升，，禽類養殖業遭受了滅頂之災禽類養殖業遭受了滅頂之災。」。」當當

浙江禽業遭重挫之際浙江禽業遭重挫之際，，省政府宣布今年設區市主城區將永久省政府宣布今年設區市主城區將永久

關閉活禽交易市場關閉活禽交易市場，，與此同時與此同時，，出台緊急救助家禽產業措出台緊急救助家禽產業措

施施，，給予每隻禽類給予每隻禽類5050元的補助元的補助。。

面對存欄的300
多萬隻土雞，孔
愛國犯了愁。往
年，他養的雞的
銷 路 根 本 不 用
愁，經常土雞還
沒有出，就已被
訂購一空。「以
前，想要我批發
雞的人，還要走
後門呢！」因為
去年的禽流感，

他的養殖規模從原來的500萬隻減少了四
成，但年初禽流感的「捲土重來」，他的
雞又進不了市場了，「不要說盈利，這次
保本也已經注定不可能。」

4個月虧損逾2000萬
面對今年「來勢洶洶」的H7N9禽流感，

孔愛國懷着複雜的心情過完了年，「每天看
到浙江的禽流感感染人數的不斷上升，這次
禽類養殖業真的是遭受了滅頂之災。」孔愛
國告訴記者，僅僅在去年4月到8月間，合

作社就虧損了
2,000多萬。在過去，他們
的土雞批發價最高可以賣到12元多一公
斤，現在2.5元每公斤都少有人問津。
杭州市禽蛋行業協會副會長陳興良也一直

看着自己養的白羽雞「掉價滯銷」，該協會
的活禽交易量佔整個杭州市場的70%到
80%。但現在，500多萬羽雞養在欄裡，其
中100多萬羽雞因為錯過了上市的最佳時
間，成為了老雞，根本推銷不出去。

肉雞「減肥」降成本
因為收購商減少，很多養殖戶不得不繼
續養着那些賣不出的雞，而飼料也成了養
殖戶們的「成本大山」。浙江華統有限公

司家禽事業部總經理胡森明為記者算了一
筆賬，在肉雞最適合長膘（變肥胖的意
思）的時間，原先1隻雞需要4両左右的
飼料，公司壓欄的35萬隻肉雞光光飼料費
用每天就要30萬元。胡森明說，公司現在
已經開始為肉雞「減肥」，每隻雞隻餵2
両，「以前想把牠們養肥了好賣高價，但
現在只要保證牠們存活就好了。」
「減肥」不但可以減少成本，還可以推
遲產蛋期。受禽流感的影響，雞蛋的價格
也跟着「遭殃」。土雞蛋的價格更是「跳

水
」，孔

愛國說，現
在他的土雞蛋從

過去的批發價20元左
右1公斤降到了現在3元左

右1公斤。「這樣的價格在過去
是無法想像的。」而且禽蛋的銷售量

也減少了，一位賣雞蛋的經營戶說，現在
的銷售量比正常時減少了三分之一。

政府補貼「杯水車薪」
據統計，截至目前浙江省存欄家禽2,050

萬隻，損失超過10億元。截止2月9日，杭
州市養殖行業目前存欄家禽1,990萬隻，壓
欄400萬隻，僅今年就虧損了9,200萬元。
面對養殖戶的巨額損失，浙江省在去年對
養殖業的「龍頭企業」進行補貼。
就在昨天，浙江省政府辦公廳出台了

《對家禽業實施緊急救助的通知》，決定
對省內種禽場、地方品種資源保種場給予
生產維持性補助，對大型禽產品加工企業
收購當前本省壓欄活禽並加工的禽產品冷

藏的亦給予相應補助。據悉，這是浙江自
去年以來第三次出台家禽業扶持政策。
《通知》規定，對2014年2月1日前取
得《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並在有效期
內的祖代以上種禽場和地方品種資源種場
給予每隻禽50元（種鴿每2隻50元）的生
產維持性補助，補助經費由浙江省和所屬
縣財政共同承擔，欠發達地區省財政承擔
70%，縣（市、區）財政承擔30%；其他
地區省和縣（市、區）財政各承擔50%。
同時，對擁有日單班宰殺3萬隻以上家

禽能力的大型禽產品加工企業，在今年3
月1日至5月30日期間收購當前本省壓欄
活禽並加工成禽產品冷藏的，給予每月每
噸80元的補助，補助期為6個月。
從2014年7月1日開始，浙江省設區市

主城區將永久性關閉活禽交易市場，冷鮮
禽肉（港稱冰鮮雞）、冷凍禽肉將成為公
眾消費禽肉的主要方式。孔愛國說暫時還
沒有收到相關的通知，「但我去市場看過
『殺白雞』的銷售情況，還是沒人要。」
他苦笑，「還有好多養殖戶有不少雞在手
裡，想馬上改行也不可能。」

緊急救助措施出台 每隻禽類補助50元

■杭州市農業局畜牧
產業處處長田小明
本報記者高施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