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落实5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日前，农业

农村部印发通知，决定自2023年 5月 1日至

10月31日，开展严厉打击破坏水生野生动物

资源行为专项执法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

动”），进一步强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

其栖息地保护，规范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

活动，严惩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行为。

专项行动主要包括三项任务：一是强化

栖息地监管。依法落实对辖区内水生野生

动物栖息地的监督管理职责，严厉查处非法

猎捕、擅自引入外来物种等破坏水生野生动

物及其栖息地的行为，清查自然保护地内各

类繁育利用水生野生动物活动。二是严打

非法经营利用行为。强化对重点区域、重点

物种的执法监管，依法严厉查处未经批准或

超期限、超范围经营利用，未按规定使用水

生野生动物专用标识，以及伪造、变造、买

卖、转让、租借水生野生动物相关许可证件、

专用标识等非法行为。三是规范繁育展演

活动。全面清查水族馆、海洋馆等水生野生

动物繁育展演场所，重点核查鲸豚、鲸鲨、海

龟、斑海豹等重点物种在养情况，严肃查处

种类、数量超过许可证记录等行为。同时，

专项行动期间开展“水野执法记者行”活动，

邀请有关媒体记者，随行执法、明查暗访、暗

查暗访，深挖违法违规线索，组织集中宣传

报道，加大问题曝光力度，充分发挥舆论监

督和警示教育作用。

通知强调，开展专项行动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野生动物保护决策部署的重要

举措。各级渔业渔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法律规定，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

的原则，充分发挥信息化监管作用，以最严厉

的执法、最严格的管理、最广泛的监督，保障水

生野生动物各项保护管理制度落实落地，切实

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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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头母猪所产仔猪，会出现有些强壮，有些虚弱的情

况，特别是对于弱小的仔猪，要注意做好护理，使其尽快恢复

强壮，与其他猪仔群居。

产前注射催产剂 给产前母猪注射催产剂，可小剂量多

次注射，以缩短产程，降低仔猪死亡率。

增喂脂肪 母猪分娩前8~14天，在其饲料中加喂9.5%

的脂肪，可增加母猪体内能量的储存，提高仔猪出生体重，降

低死亡率。

注意补铁 给1~3日龄仔猪肌注200毫克铁复合制剂，

以防因贫血引起的痢疾。

补喂母猪血清 母猪血清中含有一定量的免疫球蛋白，

吃母猪血清，可以使仔猪获得母源抗体。注意：母猪必须是

自己家养殖健康母猪。

固定奶头 固定奶头，让弱小仔猪吃奶水多的奶头。定

时哺乳是固定奶头的一个好办法。在每一次哺乳时都有人

监护，把弱小仔猪先固定在奶水多的奶头处，等其快吃饱时，

再让其他仔猪吃奶，这样每次弱仔猪都会吃饱。

（据《山西农民报》）

弱小仔猪成活窍门

农业农村部——

本周草鱼塘头报价基本平稳，与上
周相比，全国各区波动范围在0-0.5元/
斤之间。“五一”临近，大多数养殖户惜
售，寄希望于小长假拉动消费，从而推
动草鱼价格上涨。但有流通商表示，当
前因发病出鱼的养户较多，草鱼价格受
此影响在短期内难有大涨，预计端午前
后才会回暖。

华南地区各地草鱼报价未出现明
显波动，中山地区不同规格草鱼种在
5.8-6.3元/斤，成鱼塘头报价在5.3-6.3
元/斤之间。华中和华东部分地区，因
天气原因和养殖户过冬期间喂料少导
致鱼体体质较差，塘口鱼出现较为严重
的病害问题，鱼价受影响较大，湖南常
德2-3斤规格的鱼塘头价5元/斤。

据业内人士透露，最近华中和华东
部分地区出现的出血病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由于鱼价持续低迷，养殖户存塘等
价，停料时间长，导致鱼体体质差；二是
天气原因，近期气温波动大，导致鱼出
现应激反应。当前广东地区基本完成
投苗，预计未来一月内广东市场成鱼缺
口会变大，其他地区等价的养殖户可以
关注市场情况，适时出鱼。

◎华南地区
草鱼种：中山草鱼种 1-3 两报价

6.3元/斤，2-5两报价6.1元/斤，3-7两
报价5.8元/斤。本周中山草鱼种价格
平稳，无明显波动。据了解，目前当地
已有四成养殖户转养其他品种。

广州南沙1.5-2斤塘头报价5.7元/
斤，较上周报价上涨0.1元/斤。惠州地
区1.5-2斤塘头报价5.6元/斤，报价与
上周持平，无明显波动。佛山三水1.5-
2斤塘头报价5.3元/斤，报价与上周持
平，无明显波动。中山地区1.5-2斤塘
头报价6.1元/斤，较上周略微上涨0.1-
0.4元/斤。

目前广东地区鱼价比较平稳，塘头
价依旧在成本价左右。业内人士表示，
未来一段时间预计价格不会有太大幅
度的波动，假期有望拉动消费，推动鱼
价上涨。另外，广东地区目前草鱼在新
旧交接时期，存塘鱼卖一塘少一塘，市
场需求预计会增加。

广西：2.5-5斤塘头报价6.3元/斤，
价格无明显波动。

◎华中地区
湖北：洪湖地区2-3斤塘头报价5

元/斤，比上周略微上涨0.2元/斤，恢复
一个月以前的价格。

湖南：常德地区均重3斤塘头报价
5.0元/斤，比上周下跌0.3元/斤。湖南
岳阳地区 1.8 斤以下塘头报价 5.3 元/
斤，1.8-2.8斤塘头报价5.5元/斤左右，
3-5 斤塘头报价 6.3-6.5 元/斤。据了
解，目前当地存塘量在5-6成，流通速
度变慢，草鱼滞销，并且今年塘口死鱼
情况相比往年更加严重。

江西：南昌地区1.5-2斤塘头报价
4.2元/斤，报价与上周持平，无明显波
动。

◎华东地区
江苏：盐城地区4-6斤大草鱼塘头

报价6.9元/斤，比上周略微下跌0.1元/
斤。据了解，当地基本清塘投苗完成，
4-6斤大草鱼市场需求量依旧较大，但
价格已趋于平稳。

福建：龙岩地区2-3斤（吊网）草鱼
报价6.5元/斤。当地存塘量在3-4成
左右，业内人士表示，受天气影响有严
重的出血病发生，流通速度变慢，部分
流通商往江西回流。

（胡港涛）

草鱼塘头价预计端午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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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赋能，不仅能显著提升

渔业生产和渔业管理决策的能力与水

平，还让渔业发展有了更大的想象空

间。通过智慧养殖系统，可以实现鱼病

远程问诊，甚至构建一个鱼病防控网络。

然而，智慧养殖系统仍面临一些需

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比如，深远海养殖

平台投入大，“定海湾1号”前期投入就高

达上千万元。单靠养殖户、养殖企业、专

业合作社，显然难以负担。小型智能化水

产养殖设备提供的水质监测、环境监控、

自动投饵等辅助功能，对养殖效益增加

的效果还不明显，渔民投入积极性不高。

推进智慧水产养殖，促进传统渔业

变革，是渔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由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不断提高，

传统的养殖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同时，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

网等信息技术正加速发展，水产养殖业

应积极顺应这一趋势。持续以科技赋

能水产养殖，提升渔业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就一定能推动渔业现代化水平迈上

新台阶，让更多水产养殖从业者、企业

从技术进步中受益。 （王崟欣）

智慧养殖 让渔业更高效

4月25日，

由长江环保集

团主办的 2023

年第五届芜湖

增殖放流活动

在芜湖市长江

之 畔 举 行 ，共

计 放 流 青 鱼 、

鳙 鱼 、草 鱼 以

及珍稀鱼种长

吻鮠等长江鱼

类20万尾。

沈宫石 摄

增殖放流增殖放流 护佑长江护佑长江

近日大豆通关速度加快，豆粕在供应紧张缓

解后涨势戛然而止，并出现大幅回落行情。4月

24日，全国豆粕均价下跌105元/吨，最高单日跌

幅达250元/吨，个别区域报价已经逼近3900元/

吨，多数在4000元/吨徘徊。

因巴西大豆产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后遭遇需

求端疲软，港口大豆价格已经跌至历史低位，且比

美国大豆便宜约每蒲式耳2美元，吸引美国购买巴

西大豆对市场的心理影响较大，CBOT大豆下

跌。巴西大豆降至历史新低导致国内大豆进口成

本快速回落，随着进口大豆陆续到港，叠加通关大

豆数量到达油厂后，在良好的榨利驱使下开机率

逐渐回升，豆粕产量增加后大部分地区供应紧张

局面有所缓解，加之市场对后市看空情绪缓慢升

温，饲料养殖企业在节前继续备货需求有限，油厂

及贸易商挺价无力，豆粕价格重回下行通道。

豆粕现货价格跌幅较大

据饲料行业信息网分析师统计，4月24日国

内贸易商43%蛋白豆粕报价大幅下跌，其中华南

及华东地区豆粕报价全线向3900元/吨逼近，只

有个别厂商报价还能坚挺在4000元/屯。山东

地区豆粕价格亦在4000左右徘徊，华北地区亦

向4000元/吨靠近。最大跌幅达250元/吨，只有

东北地区价格抗跌性较强，只稍微下行20-50

元/吨。

大豆进口成本快速回落

相关消息显示，今年巴西大豆产量达到创纪

录的水平，之前销售步伐迟缓的农户不得不加快

销售步伐来缓解后期上市压力，且中国需求疲软，

巴西大豆价格创下2020年9月18日以来的最低

点。巴西大豆出口需求增强削弱美国大豆出口竞

争力，美盘大豆价格回落后叠加后续到港大豆数

量较大，供应逐渐宽松后大豆进口成本快速回落。

豆粕市场供应逐渐宽松

随着近日大豆通关后运至油厂，各区域工厂

逐渐恢复开机，且目前压榨利润较好，压榨量回升

后豆粕产量逐渐增加。后期市场在五一前虽然有

一定备货需求，但生猪养殖亏损幅度增加且在市

场看空后市的情况下，饲料养殖企业继续提货的

需求有限，大部分再度转为观望随买随用，豆粕市

场将继续重回下跌通道。 （据《南方农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