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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聚焦三农

7 月中旬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全国

农产品价格呈现出了持续上涨的态势。在

经受禽流感疫情严重影响后，鸡蛋价格止

跌回暖，步入正常周期性波动。据新华社

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7

月 19 日至 30 日，全国鸡蛋价格连续 12 天上

涨，涨幅为 4.6%。

7月 31日早上 8点，北京市城南四平园
菜市场的鸡蛋摊位前人来人往。

“3 斤 7 两，17 块钱。”摊主张家兴边给
刘女士称鸡蛋边吆喝着。当刘女士抱怨鸡

蛋“怎么突然卖这么贵”，张家兴不慌不忙
地解释说，鸡蛋这几天涨得厉害，昨天一斤
4块 4，前天 4块 2，今天已经涨到 4块 6。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北京地区包括西
城、丰台、大兴等多家菜市场和超市的鸡蛋
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普通红
壳鸡蛋已经从上周的每斤3.8元上升到每斤
4.4元至 4.6元，农家土鸡蛋价格每斤也有 1
元左右的上升。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
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7月 19日至 30日，全
国鸡蛋价格连续12天上涨，涨幅为4.6%。其

中，广东、天津、河北、山东等地涨幅明显，广
东部分地区一周内涨幅近20%。

“这个季节蛋价上涨属正常周期性波
动。”张家兴告诉记者，他售卖鸡蛋已经有
15 年，根据经验，每年到三伏天，鸡蛋价格
基本上都会上涨，只不过今年蛋价涨的晚
一些。“受之前禽流感影响，鸡蛋价格一直
到 6 月份都处于低位运行，7 月以来有所好
转，这几天更是一天一个价。”

鸡蛋价格的上涨给蛋鸡养殖户带来了
好消息。“年初时，鸡蛋批发价都在 5 元一
斤。”山东省高青县常家镇刘坊村养鸡大户
李玲告诉记者，今年春节过后，鸡蛋价格一
直在跌，6 月底的批发价才每斤 2.8 元。“进
入 7 月份以后，蛋价才有所好转，现在批发
价涨到每斤 3.8元，可是看到希望了。”

鸡蛋价格为什么会在短期内波动这么
大？

山东省高青县芦湖街道大庄村从事鸡
蛋贩运 7 年的崔现明分析说，前段时间蛋
价一直跌得厉害，现在涨得又猛，禽流感疫
情是致使蛋价一直上不去、波动大的主要
原因。

对此，禽类养殖业内人士表示认同，前
期禽流感事件与鸡蛋价格波动关系很大。
禽流感对家禽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大
量鸡被宰杀，造成蛋鸡存栏量大大减少。
据全国相关行业的数据统计，全国肉鸡蛋
鸡的存栏量下降了 10%至 20%。“蛋鸡存栏
量的骤减直接导致了后续产蛋量的减少，

而夏季本身就是蛋鸡产蛋的淡季。”一位大
型养殖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入 6 月，禽
流感的影响基本消散，市场对鸡蛋的需求
也相应增大，而现在我国南方多地持续高
温天气，蛋鸡开始“歇伏”，产蛋量下降，市
场鸡蛋供应量相对减少，本地蛋商忙着从
外地调运鸡蛋，供求矛盾也就推高了全国
范围内的鸡蛋价格。

不但是禽流感的后遗症影响鸡蛋价
格波动，气候对家禽业的影响也不可低
估。北京市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统
计部负责人刘通告诉记者，由于前期北
方地区降雨较多，对当地鸡蛋的收购和
运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市场上鸡蛋供
应出现短缺，价格上涨。同时，新补栏
的蛋鸡产蛋量相对较少，也是本轮鸡蛋
涨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鸡蛋价格还会不会再涨？物价部门预
测，进入 8 月，气温持续上升，蛋价继续上
涨的可能性较大。同时，随着开学临近和
糕点企业为生产中秋月饼对鸡蛋采购量加
大，市场需求将进一步增大，鸡蛋价格还将
呈上扬趋势。

“不过，货源及时补充后，鸡蛋维持高
价不会很久。”刘通表示，后期来说，随着新
补栏的蛋鸡陆续进入产蛋盛期，鸡蛋供应
将比较充足，不会出现过大的涨幅，也不会
出现太长时间的连续上涨。从目前情况来
看，鸡蛋的价格还很难降下来，预计到中
秋、国庆节后，才有可能会趋于平稳。

鸡蛋价格回暖 正常波动持续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本报讯 记者张雪报道:7 月 30 日下
午,国家防总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在前
期派出 31 个工作组的基础上加派 6 个抗
旱工作组，分赴湖南、贵州、湖北、重庆、浙
江、江苏等省（市），指导受旱地区加强水利
工程调度管理，落实应急供水措施，组织旱
区抗旱服务队为群众提供拉水送水、流动
浇地、应急打井、设备维修、技术指导等抗
旱服务，全力保障城乡群众饮水安全。同
时，在前期安排 16.5 亿元中央特大抗旱经
费的基础上，商请财政部近日再安排一批
特大抗旱经费支持旱区。

旱区各级党委、政府紧急动员，迅速
行动，全力以赴开展抗伏旱工作。湖南省
委、省政府召开会议，要求做好抗大旱、
抗长旱的各项准备，省防指启动抗旱Ⅱ级
应急响应，紧急调度 20 多座大型水库水
电站为旱区补水，并派出工作组赶赴抗旱
一线，省财政紧急拨付 5000 万元支持旱
区抗旱工作；湘西自治州启动抗旱Ⅱ级应
急响应，衡阳、怀化、邵阳、娄底、郴州
等 7 个市州启动抗旱Ⅲ级应急响应；岳阳
平江县组织劳力近 5000 人次，通过临时
打坝修堰 1430 处、开沟挖渠 18.4 公里引
水抗旱。

贵州省委、省政府紧急部署抗旱工作，
省防指将抗旱应急响应由Ⅳ级提升为Ⅲ
级，并按最不利情况，组织各级防指制订今

年 9 月至明年 4 月供水应急预案和供水计
划，派出 18 个抗旱工作组分赴重旱区指导
抗旱工作，省财政拨付 1800万元支持旱区
抗旱；遵义、铜仁、仁怀 3 市紧急启动抗旱
Ⅲ级应急响应，受旱县组织干部、党员为骨
干的抗旱工作组驻点指导、包村到户，帮助
农户开展抗旱救灾。

湖北省防指召开抗旱会商会，要求各
地加强抗旱水量调度，派出工作组分赴襄
阳、随州、孝感、咸宁等地指导抗旱工作；襄
阳、随州、孝感 3 市主要领导紧急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抗旱工作，派出工作组奔赴
旱区指导帮助群众抗旱。重庆市防指派出
技术人员帮助指导旱区做好蓄水保水和抗
旱应急服务，调配 4 吨旱地龙支持彭水、丰
都、綦江等区县抗旱。

江西省防指紧急调度万安、柘林、江
口、洪门等重点大型水库，确保南昌、吉安、
新余、抚州等中心城市供水和赣抚平原、柘
林、袁惠渠等大型灌区的抗旱水源。浙江
省紧急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江苏省及
时启动引江济太调水，补充太湖水量。

截至 7 月 31 日，旱区各地累计投入抗
旱劳力 460 万人（次），机动抗旱设备 56 万
台套，开启提水泵站 2.06 万座，出动拉水
车 3.2万辆，完成抗旱浇灌面积 1084万亩，
临时解决了 337 万人、114 万头大牲畜因
旱饮水困难。

旱区各地全力以赴抗伏旱

7 月 29 日下午，正在抽水保苗的贵州
省册亨县坡妹镇双喜村农民石胜伦告诉记
者：“我种庄稼 40 多年来，从没遇到像今年
这种大旱，往年就是再干旱我们也能找到水
抽，现在抽水都找不到地方。”正如石胜伦所
说，册亨县正遭受50年不遇的特大伏旱。

进入主汛期以来，册亨县降雨严重偏
少，县内已出现严重的伏旱。截至 7 月 30
日，全县农作物受灾面积 26.82 万亩，成
灾面积 8.38 万亩，绝收面积 4.85 万亩。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 10 天内仍无有
效降雨，仍然持续高温天气，预计旱情会
进一步加重。

对此，册亨县把抗旱救灾作为当前“三
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进一步加大抗旱
救灾物资和人力投入，全力以赴抗旱保秋
收，努力把干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降
到最低程度。

目前，册亨县各乡镇正组织人员进村
入户摸底调查，对人畜饮水困难的村组，
在积极寻找新的水源的同时，组织运水车
辆流动送水，特别是对老弱病残、留守儿
童、鳏寡孤独、单家独户等重点人群，实
行重点照顾。

加大物资储备和调度，册亨县农业部
门积极做好种子、化肥、地膜等农资的调运
和管理，并做好保苗、种植调整、防虫防病
等的指导服务，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册亨县民政、水务等部门加大救济粮、
抽水机、输水管道等抗旱救灾物资的储备，
及时向上级争取抗旱经费，组织救灾救济，
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生活生产。

截至目前，该县已投入抗旱经费 200
多万元，发放抽水机 39 台，配送输水管道
10000 余米，正在对各种种子有序调配，绝
收田地改种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之中。

加 大 投 入 保 秋 收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余启佳

贵州省修文县久长镇上寨村一处缺水开裂的农田，裂缝已可容下成人手掌。该镇

已经连续 1个月滴雨未降（7月 31日摄）。

入夏以来，贵州干旱蔓延。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截至目前，贵州 76 个县（市、区）

1219.37 万人不同程度遭受旱灾，有特旱县 14 个，重旱县 30 个，中旱县 19 个，轻旱县 13

个，202万人临时饮水困难，84.73万公顷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50.14亿元。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贵州旱情加剧 1200万人受灾

作为全国水稻生产第一大省，湖南历
史上大旱之年往往因为“抢水浇禾”引发矛
盾甚至斗殴。稳控水情保一方稳定，对各
级党组织和政府都是严峻考验。

在湖南旱区，很多地方党委政府发动
干部、党员和群众互谅互帮，先保群众用
水，先保最困难的人用水。水利部门还根
据灌区内不同村组的灌溉面积、地势高低
等，制定灌溉方案。派出大批干部在每个
分水闸门及涵管专人把守，按照既定方案
合理灌溉，避免抢水纠纷。

在邵阳县黄荆乡南山村 4 组，有 120
余人遭遇“喝水难”。退伍军人刘正青家里

的井还有水，他就节约用，淘过米的水洗
菜，洗过菜后再洗手，每天只用两担水，
将省出来的干净水让给村民用。刘正青
说：“天灾面前只要大家团结互助，总有办
法渡过难关。”

人手不足是劳务输出大省湖南当前农
村抗旱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在邵阳县五
峰铺镇双河村车塘组，23 户留守家庭组成

“抗旱联合体”，从一公里外的江底架设水
管抽水救水稻。头发花白的老人、带着孩
子的妇女，有的拉水管，有的开渠道，有的
送饭送水，多年未见的集体劳动场面令在
场的每个人感动。

互 让 互 帮 抗 旱 灾
本报记者 刘 麟

互 让 互 帮 抗 旱 灾
本报记者 刘 麟

据农业部监测，今年第 30 周（7 月 22 日至 28
日，下同）“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206.68（以
2000 年为 100），比前一周上升 3.62 个点；“全国菜
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208.64（以 2000 年为
100），比前一周上升 4.39个点。

畜产品价格不同程度上涨。鸡蛋、猪肉、羊肉和
牛肉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7.94 元、20.66 元、53.64
元 和 51.51 元 ，环 比 分 别 涨 5.0% 、1.4% 、0.4% 和
0.2% ；白 条 鸡 周 均 价 每 公 斤 为 14.11 元 ，环 比 跌
0.3%。

水产品价格总体稳定。花鲢鱼、鲫鱼、鲤鱼、草
鱼、大带鱼和白鲢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2.11 元、
16.49 元、10.95 元、15.33 元、27.27 元和 8.01 元，环
比分别涨 1.3%、0.8%、0.5%、0.3%、0.3%和 0.1%；大
黄花鱼周均价每公斤为 35.73元，环比跌 1.2%。

蔬菜价格继续上涨。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中
21 种价格上涨，周均价每公斤为 3.48 元，环比涨
3.0%，为连续第 4 周上涨。分品种看，洋白菜涨
13.2%；豆角、生姜、油菜、芹菜、青椒、莴笋、生菜和
西葫芦涨 5%至 10%；冬瓜跌 10.1%；其余品种波动
幅度在 5%以内。

水果价格有所下跌。重点监测的 7 种水果均价
每公斤为 5.14 元，环比跌 2.7%。其中，西瓜和巨峰
葡萄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67 元和 8.37 元，环比分
别跌 12.1%和 7.1%；其余品种涨跌幅在 2%以内。7
种水果上周交易量为 16.37万吨，环比增加 12.0%。

(农业部市场司供稿)

价 格 周 报价 格 周 报

国内蔬菜价格连续4周上涨国内蔬菜价格连续4周上涨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从农业部日前召开的东北及南
方部分地区秋粮生产座谈会获悉：在秋粮生产的关键时
期，国家出台东北秋粮和南方水稻综合施肥促早熟补助
政策，中央财政投入 10 亿元支持东北秋粮和南方水稻
生产。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国务院出台东北秋粮和南
方水稻综合施肥促早熟补助政策，重点对东北 1.4 亿亩
因低温春涝播期推迟的秋粮作物，以及南方易受寒露风、
低温冷害影响的 6000 万亩水稻，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
肥等给予补助，促进作物安全成熟。

当前，东北玉米正处于抽雄期、水稻正处于孕穗抽穗
期，是防灾减灾特别是促早熟的关键时期。同时，南方双
季稻产区正处于移栽高峰期。农业部要求各地最大限度
地发挥政策效应，突出重点作物、薄弱地区和关键时节。
据介绍，这次补助政策不直接发放现金给农户，不提倡散
户实施，要求补助对象为开展统一喷施作业的植保专业
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民合作社和种植大户。

针对近期南方部分地区高温干旱天气，农业部将加
强机具调度，组织开展跨区作业，加快水田翻耕和秧苗移
栽。对于受旱地区，要广辟水源，架设灌溉机具，推进科
学抗旱，尽最大努力种足种满，力争 8 月 5 日前栽插结
束，确保双季晚稻面积稳中有增。农业部要求各级农业
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重点防范东
北早霜、夏伏旱和南方寒露风。今年病虫基数大，夏季高
温高湿利于虫害暴发流行。农业部要求各地抓好东北黏
虫、稻瘟病和南方水稻“两迁”害虫防控措施。

余欣荣表示，农业部将继续组织专家根据不同作物
的生长发育进程和重大灾害发生情况，制定分区域、分
作物技术指导意见；深入生产一线蹲点包片，及时掌握
秋粮作物生长发育情况，开展指导服务；强化示范引
导，扎实抓好粮食高产创建和增产模式攻关，充分发挥
辐射带动作用，率先落实防灾增产关键技术，促进大面
积均衡增产。

中央财政10亿元支持秋粮生产

本报讯 记者魏劲松、实习生尹书蓉报道：“再过 15
个月，南水北调中线将正式通水，作为中线工程核心水源
区的湖北十堰市将一如既往努力保护好水资源，确保‘一
江清水’润京城。”近日，十堰市市委书记周霁在“饮水思
源光彩十堰行”启动仪式上说。“饮水思源光彩十堰行”由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主办、湖北省十堰市人民
政府承办。

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十堰，有“京津水井”之称。
十堰市所辖的丹江口水库库容达到 290.5 亿立方米，库
域面积为 1050 平方公里，是南水北调中线控制性工程
丹江口大坝所在地。在丹江口库区所有城市中，十堰水
源面积最大，汇入丹江口水库的承雨面积占全市面积的
88.1%；汇入水量最多，年均汇入水量占全库年均汇入
总量的 90%；淹没土地最多，淹没十堰的土地占总淹
没面积的 57.7%;移民安置任务最重，十堰两次移民占
移民总数的 58.6%。

据了解，“十一五”期间，十堰市已关停污染企业 300
多家，治理重点污染企业 86 家。关停这些企业后，十堰
市每年减少财政收入 8.29 亿元。十堰市还每年拿出 15
亿元财政资金用于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今年初，十
堰市给 9 条重点河流委派“河长”，“河长”由 9 名县市区
行政一把手担任，河流排放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从 7
月 16 日开始，十堰市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水行动”。
实行全市排污口、河道垃圾专项整治，饮用水源地专项整
治，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专项整治和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专项整治等。

湖北十堰：

确保一年后“一江清水”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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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 ，

浙江省瑞安市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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