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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松

当前，浙江正快马加鞭推进“土特

产”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猪等“土特

产”出台专项政策，让老百姓吃上更多

放心健康又美味的农产品，这也成为

“土特产”包括畜禽养殖业发展努力的

方向和长远趋势。为此，浙江从2020年

起先后实施了两轮“兽用抗菌药减量化

和饲料环保化”行动（以下简称“两化”

行动）。“两化”行动如何为消费者提供

更安全、优质的肉蛋奶产品？近日，记

者前往多地探寻答案。

“黑科技”赋能
产品优质优价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消费者对优质

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无抗鸡蛋、无

抗牛奶、无抗猪肉等产品走上老百姓餐

桌。日前，记者在位于海盐县望海街道

的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看到，一

批批新鲜猪肉装车后，将启程运往杭

州。

“我们曾为杭州亚运会供应了70多

种猪肉制品和生鲜品，无抗生素是我们

每一块高品质猪肉的共同特征。”浙江

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总监刘恬

向记者介绍，无抗黑猪肉产品在盒马鲜

生平台的日均销量可达3万盒，350克装

的冰鲜黑猪肋排一份卖到40元，仍供不

应求。

一块黑猪肉何以卖出高价？这得

益于青莲食品公司建成的全省规模最

大的绿色养殖智慧牧场，可年产36万头

生猪。在这里，黑猪吹着空调，喝的是

纯净水，吃的饲料则来自公司旗下的动

物营养工厂，通过近红外分析和湿化学

法、霉菌毒素自动分析等“黑科技”，对

饲料原料和成品实行全程品质把控，确

保健康安全。记者了解到，该公司自配

饲料蛋白含量较常规日粮蛋白含量降

低 1.5%—2% ，豆粕使用量从 2020 年

14.8%降低至 2024 年上半年的 9.38%。

同时，通过使用兽用中药替代抗菌药，

每吨猪肉用药量减少至 41.71 克，低于

国家“减抗”标准50%以上。经过科学用

药和饲养，黑猪日增重不降反增，从

2021 年的 510 克逐年提升至 2024 年上

半年的580克。

除青莲食品公司以外，不少畜牧龙

头企业纷纷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推动

产品优质优价。位于长兴县的浙江凤

集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国际先进的养殖

设备和管理模式，研发无抗饲料，实现

蛋鸡养殖环境控制、喂料、喂水、捡蛋、

清粪等环节的全程自动化、智能化，大

幅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实现兽用抗菌

药“零使用”，可生食鸡蛋占比由原先

的不到 30%提升到现在的 70%，鸡蛋产

品收益提升 15%。位于江山市的浙江

华欣牧业有限公司建立湖羊“免疫档

案”，实时跟踪免疫动态，“减抗”后兽

用抗菌药使用量比“减抗”前下降17%，

提升了羊肉品质，产品价格高于市场

平均价10%。

“两化”助力
企业节本增效

“价高伤民，价贱伤农”。如今，越

来越多养殖主体感受到，通过降低抗菌

药用量，实现科学饲养，打好“优品优价

牌”是跳出生猪价格周期性涨跌轮回的

有效路径。

“自2021年开展兽用抗菌药减量化

行动以来，我们每吨鸡肉的抗菌药使用

量仅为 6.5 克，相比国家标准降低了

93.5%。”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双溪村史

氏家庭农场负责人史正祥向记者介绍，

该农场与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签

订技术服务协议，由省农科院专家为鸡

病诊断和疫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规范

管理、精准使用兽药，尽量选用中兽药、

益生菌等兽用抗菌药替代品，以“减抗”

生产带来效益提升。农场生产的仙居

鸡平均每公斤售价提高了10元，鸡蛋平

均每公斤售价提高了4元，农场每年净

利润提高150万元。

如今，全省不少养殖主体抢抓风

口，抢跑“两化”赛道，走上节本增效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浙江华统肉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加强饲养管理、完善

营养供给等一系列措施，饲料中豆粕使

用量较2023年下降50%，全年饲养成本

预计下降约 1.3 亿元；衢州温氏畜牧有

限公司通过带动旗下600多户签约农户

精准用药，年均药物支出减少400万元；

泰顺县一鸣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年用药

量同比下降 36%，节约成本 55 万元，饲

料成本下降160万元。

服务增值
擦亮“两化”品牌

浙江自实施畜牧业“两化”行动以

来，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深化推进生

产、防疫、屠宰等全环节、全链条的数

字化线上管理，着力构建政务服务增

值化改革新场景。今年7月，省农业农

村厅印发《浙江省兽用抗菌药减量化

和饲料环保化养殖场动态管理方案》，

建立“能进能出”的动态化管理机制，

激励养殖主体走上“两化”养殖的康庄

大道。

“依托畜牧产业大脑，我们已实现

省市县三级监测联动全覆盖，并且从养

殖场自评到省级综合评定，形成全程可

见、可控、可溯的管理闭环，从而实现

‘两化’养殖场常态化动态管理。”省畜

牧农机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两

化”养殖场相关信息可通过市场监管部

门的“浙食链”、农业农村部门的“浙农

码”系统，推送至市场消费端，消费者只

需操作手机即可查询。

截至目前，全省动态入库的“两化”

养殖场已达到1437家，其中兽用抗菌药

减量化养殖场1130家、饲料环保化养殖

场 307 家。畜禽养殖环节用药量相较

2020年平均降幅达30%以上，细菌耐药

性情况明显改善；饲料中的粗蛋白和铜

锌含量，平均降幅分别为10%、60.9%和

75.6%，豆粕使用量减少20%以上，铜、锌

含量均显著优于省级标准。2023年，全

省饲料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整体合格率

分别为95.8%和94.7%，畜禽产品兽药残

留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

列。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两化’

服务增值化改革，促进优质优价机制形

成，实现从‘政府主动推’向‘主体主动

要’的转变，不断擦亮畜牧业‘两化’工

作品牌。”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

绿色养殖吹劲风
——浙江高质量推进畜牧业“两化”行动纪实

“双十一”临近，

兰花等农产品卖得火

爆。在长兴县龙山街

道川步村兰花博览园

内，返乡创业大学毕

业生王琳忙着用视频

直播推介兰花，通过

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图为10月28日，王琳

（右）正通过网络直播

销售兰花。

陈海伟 摄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10月30日

至 31 日，全省清廉村居

建设暨“三清一促”现场

推进会在杭州市余杭区

召开。副省长李岩益作

出批示，对清廉村居建设

取得成效予以肯定，并对

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强调，要以更加精准

有力的举措推动清廉村

居建设走深走实、提档升

级，要开展争先攀高行

动，健全长效机制，奋力

打造新时代基层清廉建

设的“浙江样板”，为乡村

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支

撑。省委农办主任，省农

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

王通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完善体

系、久久为功，持续激活

乡村振兴“廉动力”。要

切实强化党建引领清廉

村居建设，建强基层党组

织，健全共治共享机制，

规范村级组织运行，不断

夯实清廉之治。要加快

构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

背景下的村级监督体系，

用好“浙农经管”，推进

“一码监督”，推动应用集

成，做到平台贯通、数据

即时共享，加快数智赋能

清廉村居建设。要完善

“创新+推广”机制，总结

推广地方务实有效的小

微权力监管模式，全面推

广运用智慧印章、电子票

据、直包到匠等典型模

式，推动“一地创新、全省

共享”。要大力培育厚德

尚廉的乡村社会环境，打

造廉风廉韵，提升乡村文

明程度，打响清廉文化特

色品牌，塑造厚德养廉的

村居氛围。要着力打造

勤廉并重的村级干部队

伍，切实加强村级班子、

村务监督委员会队伍和

村报账员队伍建设，打造

勤廉并重的高素质村级

干部队伍。

会议要求，要强化整

改、健全机制，持续推进

“三清一促”专项行动走向纵深。要持续推进重点问题整

改，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提升整改质量，提高群众参与

度。要强化案例分析运用，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进一

步在解决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下功夫，提升老百姓对

专项行动的“获得感”“满意度”。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定

期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内部治理水平、长效监管水平

和队伍建设水平，推进面上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建设。

其间，与会代表还赴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港南村、

鸬鸟镇雅城村、鸬鸟镇前庄村等地考察。会上，杭州市余

杭区、乐清市、湖州市南浔区分别围绕清廉村居建设、“三

清一促”专项行动、创新村级工程监管模式作交流发言，嘉

善县大云镇党委书记、开化县齐溪镇丰盈坦村党支部书记

展示清廉村居建设“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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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推动
“三农”领域十项重点改革

““新农人新农人””
备战备战““双十一双十一””

改革再深化 融合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