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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信息】

稻渔综合种养是提升粮食及水产品可持

续生产能力、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抓

手。日前，笔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以

来，我省新增稻渔综合种养面积84万亩，总

面积717万亩。其中，稻田小龙虾已成为我

省渔业的主导品种，年产量达65万吨，占水

产品总量的25%，有力缓解了水产品稳产保

供压力。

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打造千亿

级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目前，省农业农村厅已

出台稻渔综合种养双千工程等系列文件，聚力

政策引领，扛稳粮食和水产品安全政治责任。

2019年以来，省级统筹资金3.4亿元，带动地方

及社会投入40亿元，建成稻渔综合种养万亩片

37个、千亩片379个，以及国家级水产健康养

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4个、特色专业乡镇30多

个、专业村200多个，发展大户1.2万户、专业合

作社3000多家。

我省坚持补齐加工短板，拉长产业链，把

小龙虾做成大产业，把好资源变成好商品。

当前，安徽小龙虾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

升，打造出合肥“中国淡水龙虾之都”、霍邱

“中国生态稻虾第一县”、无为“中国生态小龙

虾之乡”等一批“招牌”，稻渔全产业链正在加

速形成。在江淮小龙虾产业集群，2022年加

工量突破10万吨，实现苗种、养殖、加工、流

通、品牌及旅游节庆等三产融合发展。同时，

我省还加强种业创新，建成2个省级小龙虾良

种场、430处规模繁育基地，江淮水系小龙虾

良种生产体系基本建立，整体上实现苗种自

给自足。

（许昊杰）

首届旱地农业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日前，国内生猪出栏量最多的三大上市猪企牧原股份、温

氏股份、新希望已全部披露2023年三季报。今年前三季度，三

大上市猪企营收总和达2544.06亿元，亏损总额为102.3亿元。

三大猪企均陷入亏损

今年前三季度，三大上市猪企营收总和达2544.06亿元，

其中牧原股份营收超800亿元，新希望营收超1000亿元。今

年前三季度，三大猪企均为亏损，亏损总额为102.3亿元。

前三季度，牧原股份实现营业收入829.69亿元，同比增长

2.72%。归母净利润为-18.42亿元，同比下降221.82%。扣非

净利润-17.16亿元，同比下降231.9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66.88亿元。基本每股收益-0.34元，同比下降

217.24%。

前三季度，温氏股份实现营业收入646.89亿元，同比增长

15.8%；归母净利润亏损45.3亿元，同比下降760.77%；扣非净

利润为-48.47 亿元，同比下降964.67%。基本每股收益-

0.6923元，同比下降747.01%。温氏股份表示，前三季度业绩

下滑主要受养殖产业经营亏损影响。

前三季度，新希望实现营业收入1067.48亿元，同比增

6.3%。归母净利润为-38.58亿元，同比下降42.52%。扣非净

利润为-39.08亿元，同比下降79.6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66.65亿元，同比增82.69%。基本每股收益-0.87

元，同比下降42.62%。

新希望表示，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同期

比较减少11.51亿元，降幅42.52%，主要系生猪销售价格较去

年同期下降，导致猪产业持续亏损。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与同期比较增加30.17亿元，增幅82.69%，主要系

公司加强现金流管理，提高存货周转率，延长应付账款付款周

期所致。

第三季度牧原和温氏盈利

今年第三季度，三大上市猪企营收总和达918.95亿元。

牧原股份和温氏股份环比扭亏为盈，新希望亏损。

今年第三季度，牧原股份实现营业收入311亿元，同比下

降14.81%。归母净利润为9.37亿元，环比实现扭亏，同比下

降88.57%。扣非净利润为10.71亿元，同比下降86.90%。基

本每股收益0.18元，同比下降88.54%。

第三季度，温氏股份实现营业收入235亿元，同比下降

3.39%；归母净利润 1.59 亿元，环比扭亏为盈，同比下降

96.22%；扣非净利润2.81亿元，同比下降93.65%。基本每股

收益0.0241元，同比下降96.27%。

第三季度，新希望实现营业收入372.95亿元，同比下降

2.09%。归母净利润-8.75亿元，同比下降161.05%。扣非净

利润-9.17亿元，同比下降160.91%。基本每股收益-0.20元，

同比下降164.52%。

出栏合计达7939.64万头

前三季度，牧原股份共销售生猪4700.9万头，其中商品猪

4555.5万头，仔猪131.1万头，种猪14.3万头。截至2023年9

月底，公司能繁母猪存栏为300.9万头。

前三季度，温氏股份共销售肉猪（含毛猪和鲜品）1833万

头，同比增加48%；肉鸡（含毛鸡、鲜品和熟食）8.6亿只，同比

增加超10%，鲜销比例达13%；肉鸭（含毛鸭和鲜品）约3400

万只。

前三季度，新希望共销售生猪1306.15万头，远超去年同

期990.05万头的水平。公司近期表示，此轮猪周期磨底时间

较长，带来一定的经营压力，但是猪产业仍然作为公司的核心

业务之一持续发展。面对持续低迷的猪价，公司也在多方面

努力，降低养殖成本，提升养殖效率。相信后续随着养猪业务

的持续改善，叠加行情回暖，会比过往实现更高水平的利润。

“公司7月生猪养殖成本已降至16.3元/公斤，年内目标降到

16元/公斤。”此前新希望表示。

展望四季度，农业农村部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生

猪生产仍在惯性增长，后市供应将稳定增加，四季度是消费旺

季，猪价可能会回升，但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虽然年末季节

性消费对生猪需求端或有一定拉动，但是供应压力较大的局

面下，行业盈利空间在四季度仍然有限，短期内相关企业承压

局面仍然存在。做好现金流稳定，降低养殖成本，是相关企业

度过寒冬的唯一保障。”有业内人士认为。（据《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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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亳州市谯城区牛集镇高标准农田示范片区，菊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菊花。近年

来，谯城区牛集镇紧紧依托药都亳州的区位优势，大力开展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农民种植中

药材和茶菊花，目前，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达2万多亩，年收入达1亿元，中药材种植成为群众脱贫致富

的金“药”匙。 通讯员 武清海 摄

近日，中部六省脱贫地区农产

品产销对接活动在湖南省长沙市

举办。25个脱贫县的近百家生产

主体带来茶叶、脐橙、马铃薯、黄花

菜、油茶等40余种农产品，与北京

新发地、河南商丘、长沙红星、江苏

凌家塘、武汉白沙洲、天津金钟河

等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对接洽谈，

达成意向签约金额10.1亿元。

活动现场组织开展了形式多

样、别开生面的品牌推介。安徽天

柱山瓜蒌籽、河南淮阳黄花菜、山

西吕梁马铃薯等来自中部6个省份

的特色农产品品牌纷纷亮相。湖

南龙山百合、湖北来凤藤茶等来自

农业农村部、中央组织部以及中国

科协的11个定点帮扶县和对口支

援县的政府负责人、企业代表推介

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推介现场

由农业科普专家、食品营养专家、

三农新媒体主播组成品鉴团进行

点评，由采购商、经销商组成采购

团从市场角度对特色农产品进行

点评，并就农业品牌打造提出建

议。主办方为脱贫地区参展主体

提供免费展位。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持续组织

开展脱贫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

动，深入推动产销对接常态化，提

升产销对接信息化水平，加快农产

品品牌培育，为脱贫地区产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本次

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

司指导，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中国

农产品市场协会主办，中国农业电

影电视中心承办。 （龙新）

中部六省脱贫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长沙举办

10月25日～26日，第四届“深

远海养殖技术发展国际研讨会”在

上海市召开。会议由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主办，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联

合承办。会议聚焦“深远海养殖

的健康持续发展”主题开展了深

入探讨交流。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包振民，联合

国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司副

司长袁新华作主题报告。农业农

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衣艳荣、农业农村部渔

政保障中心副主任郭云峰、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林祥明、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一级

调研员曾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所长方辉、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

所所长陈军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深远海养殖作为一

种能够覆盖全产业链的新型生产

模式，既可以充分挖掘海洋在食物

供给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又能够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价值链、

延长产业链，疏解近海养殖密度，

是绿色渔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对推

动渔业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今年4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广东省考察时对深远海养

殖做出了重要批示，将其比喻为我

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认为“耕

海牧渔，发展海洋经济大有可为、

大有前途”。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建

设现代海洋牧场，发展深水网箱、

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农业农

村部等8部门今年6月联合印发了

我国首个关于深远海养殖发展的

指导性文件——《关于加快推进深

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全

产业链全环节加快推进深远海养

殖发展的重点任务，为规范和支持

深远海养殖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深远海养殖产业发展迎来了难得

的良机。

（胡婧）

第四届深远海养殖技术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