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9日 星期一
电子邮箱：bzrb@163.com
滨州网网址：www.binzhouw.com6 责任编辑：王光磊 张迎春

电话：3186761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现代农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韩国泰 报道)近日，经过中国
绿色食品协会评审，京博农化旗下的
8 个产品荣获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认
证。京博农化成为山东首家取得农药
类产品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认证的企
业。

按照中国绿色食品协会提出并推
广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相关要求，京
博农化不断提升高端农产品价值服
务，经过公司自主申请、专家现场审
查、协会评审，最终“京博品威”150
克/升茚虫威悬浮剂、“施华冠”50%氟

啶胺悬浮剂、“小哪吒”45%茚虫·灭
幼脲悬浮剂、“京博品优”300克/升醚
菌·啶酰菌悬浮剂、“天岳”5.7%甲氨
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京博
阿卡奇”18.7%烯酰·吡唑酯水分散粒
剂、“米罗”75%肟菌·戊唑醇水分散
粒剂、“京博利康”50%醚菌酯水分散
粒剂8项产品荣获绿色食品生产资料
认证。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是由国家法定
部门许可、登记，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
求以及《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识管理
办法》规定,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核准,许可使用特定绿色生资标志的
生产投入品。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而农业投入品的优质
安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食品的
优质安全水平。因此，农药是绿色生
资标志非常重要的产品类别，绿色食
品生产资料是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思
想形成的又一品牌。与普通农业生产
资料相比，京博农化获得认证的绿色
生资最显著的特点是安全、有效、环
保，要按照《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管
理办法》，在产地环境、产品质量、包装

标识、标志使用等方面实施严格的监
督管理。

京博农化作为山东省首家取得农
药类产品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认证的
企业，将以此为契机，严格按照“绿色
食品生产资料”标志商标的标准做好
产品推广和技术服务工作，引领农业
投入品行业绿色健康发展，致力于成
为全球一流的农产品高质量生产方
案服务商，提升高端农产品价值服
务，研发生产系列高效、低毒的绿色
农药，为中国绿色食品事业发展保驾
护航。

京博农化八项产品获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认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康 通讯员 张振华 阮琛琛 报道）8
月29日，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党委
书记、局长邱希敏率队参加2019蓝
色经济大会暨海南“一带一路”渔业
国际合作推介会，开展渔业招商推
介，推动海洋和渔业领域的“双招双
引”工作。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各
沿海县区局、涉海涉渔企业代表共
20余人参加活动。

本次大会在海南海口召开，我
市 5 家渔业企业设置展位，展示特
色产品，积极与其他参展企业进行
深入交流，寻求合作机会。在当日
下午举办的南北海洋大省蓝色经济
高端闭门会上，邱希敏作了滨州市

水产产业招商路演，向前来参会的
企业家介绍了滨州的渔业资源优
势、发展潜力和全市上下良好的营
商环境，并热情邀请各界客商、企业
家到滨州考察、投资，寻找合作商
机。随后，我市汇泰集团、正海集团
相关负责人作为山东省渔业企业代
表进行了推介演讲。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海洋和渔业
企业对外合作，搭建科企对接平台，
8月30日至31日，我市考察团赴广
东省湛江市，先后到广东海洋大学、
国联水产、广东海茂等校企进行对
接洽谈。在广东海洋大学，与学校
7名有关方面专家、教授进行座谈，
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表示今后将
进一步加强在海洋与渔业科技、疫
病防控、苗种繁育、人才发展等多方
面的对接合作。在国联水产、广东
海茂等企业，我市考察团参观了生
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并围绕水产品
精深加工和对虾苗种繁育进行了对
接洽谈。

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
组织赴海南广东“双招双引”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吴恩涛 李菡 报道）近日，山东省
委、省政府隆重表彰在抗击“利奇
马”台风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邹平市孝妇河管理所荣
获“山东省抗击台风抢救灾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

为抗击台风“利奇马”，孝妇河管
理所工作人员严格按照上级安排部
署，提前对孝妇河堤防进行全面检
查，抢拆胜利闸、利群闸前围堰，排除
安全隐患。在孝妇河发生大洪水、多
处堤防出现险情时，全所人员不分昼
夜坚守在工作岗位，不间断对河道水
位、流量进行监测，及时为领导决策

提供第一手资料。协助市防汛技术
组制订胜利闸以南西堤修复方案，与
高新街道抢险人员和部队官兵一起
修复损坏的提防。台风过后立即投
入灾后水利设施修复重建工作中，对
堤防毁坏情况进行了摸底汇总，并对
300余米损坏提防进行了修复。

今后，孝妇河管理所将继续履
职尽责、真抓实干，围绕“水利工程
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水利改
革发展总基调，狠抓灾后水利设施
修复和河湖清违清障，加强薄弱环
节监督，提高河道防洪能力和管理
水平，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

邹平市孝妇河管理所
获评“山东省抗击台风抢险
救灾先进集体”

猪肉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到
百姓菜篮子的品类和餐桌菜肴的成
色。近期多重因素导致生猪产能供
给下降，猪肉价格出现较快上涨。

未来猪肉价格走势如何？猪肉
产能如何尽快恢复？中国农科院农
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近日
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四季度生猪
生产有望止跌企稳，预计明年下半
年生猪生产将逐步恢复。目前猪肉
供给相对偏紧，但总体有保障，老百
姓碗里不会缺肉。

今年 8 月以来，很多买菜的大
妈大叔们明显感到猪肉价格涨得有
点“猛”。

“近来猪肉价格上涨较快，主要
是阶段性供给偏紧所致，是猪价下
行周期和非洲猪瘟叠加影响的结
果。”朱增勇说。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自去年10
月份以来生猪和能繁母猪基础产能
大幅下降，导致从今年 6、7 月份开
始生猪市场供应明显减少、价格加
快上涨。

“虽然目前猪肉供给相对偏紧，
但考虑到替代品生产发展较快、进
口增加、猪肉消费下降等因素，今年
动物产品供应总体是有保障的。”朱
增勇说。

在朱增勇看来，近期国家出台
一系列文件，多个省份出台了保障
供给措施，包括向中低收入群体提
供平价猪肉等，也会抑制猪肉价格
过快上涨。

朱增勇说，从几个方面判断，四
季度生猪生产有望止跌企稳，明年
下半年生猪生产将逐步恢复。

他表示，一是近期国家出台的
一系列政策措施，很大程度上免去
了养殖场户的后顾之忧，激发了他
们的积极性。二是目前猪肉盈利处
于历史较高水平，也会激发养殖场
户主动补栏扩产。三是从今年上半

年开始，许多大型企业陆续启动了
扩张计划。四是从季节上看，一般
4月到7月是疫情高发期，9月后疫
情会进入相对平稳期。这些因素都
会为生猪产能恢复创造条件。

“生猪生产周期较长，所以要给
生猪产能恢复一些时间和耐心。”他
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各省区市都在
积极行动，预计明年下半年生猪生
产将逐步恢复，生猪价格将逐步回
落。

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秋节、
国庆节，猪肉价格会如何变动？朱
增勇判断，国庆节前猪肉价格会出
现稳中略涨态势。

对于平抑猪肉价格，有不少网
友支招，能不能通过大量进口猪肉
补足猪肉缺口？

“中国猪肉产量占全球近半，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满足中国老百姓
对猪肉的消费需求，群众吃猪肉要
立足依靠我国自己的生猪养殖业。”
朱增勇说。

他表示，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
在全球都存在，“关键是我们要从稳
定生产方面着手，建立起科学的生
猪市场机制。”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猪肉产
量5404万吨，进口仅119万吨。“猪
肉进口只能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
朱增勇说，猪肉的菜篮子，还是要拎
在我们自己手里。

“小农户单打独斗的局面要改
变。”在朱增勇看来，要加快生猪产业
的转型升级，如果是龙头企业或专业
化养殖合作社带着小农户推动规模家
庭农场发展，不仅效率高，而且对疫
病、市场风险的防范能力都会提高。

朱增勇认为，生猪产业还需在生
产服务业方面获得提高，包括养殖技
术、疫病防控、品种改良、金融保险等
服务，这是从根本上提升生猪养殖产
业水平的方向。（来源：新华社）

四季度生猪生产
有望止跌企稳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樊新 报道）近日，惠民县清河
镇成立了畜禽养殖污染督查小组，
拉开了“利剑2019”打赢蓝天、碧水、
清废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百日攻坚专
项行动的序幕。

畜禽养殖督查小组采取定期检
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方式，对全
镇 50 余家养殖户展开了细致的拉
网式检查，每到一户都仔细查看养
殖粪污处理设施的配套及使用情
况，询问和查看粪污处理档案，通过

“两看一问”建立养殖户督查档案，

对养殖户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当
场能整改的要求其立即整改，不能
当场整改的责令其限期整改，如整
改不到位则令其关停。

自从活动开展以来，该镇已下达
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11份。目前这
11户养殖户已经全部整改到位并通过
督查组“回头看”验收。当前，全镇养
殖户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有效粪污
处理方式，进行除臭、消污，切实做到

“污水不外流、粪污不露天”，从根源上
消除畜禽粪污污染源，在全镇营造了
环保生态的养殖氛围。

清河镇“利剑”出鞘
根除畜禽污染源

9 月 4 日，山东省秋季小麦玉
米一年两作全程机械化推进活动在邹
平市孙镇农场举行，全省各地市农机
推广人员、农机合作社农机手共200多
人参加。

推进活动现场进行了秋季玉米收
割、青储、秸秆还田以及小麦免耕播
种、土地深耕、追肥喷药等30几种大型
农机具农场作业机械化操作演示，以
此加快推进山东省小麦玉米两作生产
全程机械化、规模化发展，展示小麦玉
米两作规模化生产技术装备配置优化
研究成果，以及新农机、新农艺和农机
生产管理信息化运用，促进乡村产业
振兴。图为农机手演示农机深耕技
术。（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董乃德
李晓伟 摄影）

全程机械化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
新技术扎堆新技术扎堆““上线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