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 符宛宜 校对 / 陈正付4 2020年9月28日 星期一

今日关注Today’s Focus 责任编辑 / 符宛宜 校对 / 邱名卿 52020年9月28日 星期一

今日关注 Today’s Focus

有人积极转型，有人仍在观望

养殖户的
下一个“春天”
在哪里？

本报讯 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
文昌昌洒镇宝兴南村的养殖户韩宁就要到
养殖场上清扫果子狸笼舍，清点幼崽数量并
喂食精心调制的奶粉；下午临近太阳落山，
他又会为成年果子狸准备一顿丰盛的晚
餐。这样的工作，韩宁持续了十多年，直到
2020年8月才划下休止符。而那些像韩宁
一样养殖竹鼠、豪猪、眼镜蛇等野生动物的
养殖户们，随着政策的出台，主动申请退出
陆生野生动物养殖市场。

记者了解到，文昌市政府的退场补偿协
议主要以物种补偿为主，其中果子狸补偿标
准为1300元/只。“很多养殖户投了不少钱，
对他们来说，政策出台后，尽早结束也是一
种解脱。”今年8月以来，我省各市县政府陆
续启动野生动物养殖场清退工作，同时与养
殖户签订陆生野生动物驯养场退出补偿协
议书，采取先处置后补偿的方式开展。

记者从省林业部门了解到，目前我省正
积极推进野生动物养殖场清退及补偿工
作。刚从一场“断舍离”中回过神来的养殖
户们，一边等待着政府的补偿款，一边思考
着未来的创业方向。

记者 曹宝心 李波 文/图

我省积极推进野生动物养殖场清退及补偿工作

我省各市县积极推进
野生动物养殖场清退工作

7月31日，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的决定通过，
其中新增明确“本省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
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
生动物”以及“本省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
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
的陆生野生动物”等两项规定，自8月15日
起正式实施。

记者从省林业部门获悉，目前我省正
积极推进野生动物养殖场清退及补偿工
作。据相关报道，8月22日，海口龙华区城
西镇采取先行退出、后进行补偿方式，已清
退辖区内5家野生动物养殖场所；8月23
日，海口秀英区成立工作组开展以食用为
目的的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退出工
作，目前已退出5家野生动物繁殖场；8月
30日，文昌市完成全市154家野生动物养
殖场的清退工作；9月7日，临高县陆续对
20家陆生野生动物养殖场开展清退工作，
推进养殖产业转产转型……

目前仅针对生物物种
进行补偿，已落实到各乡镇

琼中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日前，琼
中野生动物清退补偿款已落实到各乡镇，9
月30日即可下发，“各市县均根据省相关
部门下达的指导价目，制定相应的补偿价
格标准，基本仅针对生物物种进行补偿。
因为养殖户之前购置的设备都收到过政府
相关补贴，就不作额外补偿处理了。”

据文昌市林业局内部人士透露，文昌
154家养殖户的补偿款申请材料已提交至
当地财政部门，资金下来后将直接拨款至
各个乡镇政府，再陆续发放到养殖户手中，

“因为这是突然多出来的一笔预算，所以财
务需要一个审核和公示的时间。至于养殖
产业转产转型，由农业农村部门来统筹规
划指导。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综
合考虑养殖户的个人意愿、养殖技术、养殖
成本等多方面因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目前来看，一些养殖户已经在摸索着转
型了。”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一个200亩的
竹鼠养殖场所，如今已变得空荡荡。看着办公室
里贴满四壁的奖状，曾经的琼中竹鼠养殖协会会
长、海南琼中大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人韦秀
芳，不得不与她的3083只竹鼠挥泪告别。

成熟的养殖技术加上环境优势，韦秀芳养殖
的竹鼠，每年可繁殖2-3胎，进入市场的周期一
般不低于15个月，“按正常130元/斤的市场价
算，一只3-5斤的竹鼠投入市场后能卖到400元
到500元，收入较为可观。”

由于养殖规模较大，在县政府的组织下，韦
秀芳的竹鼠在8月31日至9月9日间陆续完成清
退掩埋。根据当地的补偿标准，竹鼠的补偿价为
208元/只，不分品种、重量等规格。

“一批批竹鼠被货车拉出养殖场，我的眼睛

都不忍往外看，一直到有人来要求签字盖章。”从
早年的个体养殖户起家，韦秀芳与这些小家伙几
乎朝夕相伴。她于2015年7月成立公司，2017年
1月租赁现养殖场地，一次性投入2000多万元固
定资金，之后又陆续投入700万元的基础设备，将
养殖场扩大到万只以上养殖规模，一度成为省内
竹鼠养殖的龙头，“买设备投入的资金收不回，压
力还是蛮大的，希望补贴款能尽快到位。”

今年春节前，韦秀芳接到一个130万元的大
单子，可事情却并没有往她料想的方向发展。“今
年上半年，因为无法外出采购竹子，导致上万只
竹鼠因食物短缺骤减至3000多只。不到8个月
的时间里，公司总共投入了60多万的养殖成本，
等来的却是订单取消的结局。”如何维持竹鼠产
业的运转，成了韦秀芳的一块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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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舍，但该放手时要放手

作为琼中县政协委员，韦秀芳所创办的企
业，还为省内17个市县提供引种服务和技术支
持，曾带动517户农户搞养殖，参与24个专业合
作社项目合作，帮助脱贫338户。

“总得走下去，我得振作起来。”韦秀芳说。
转型转业势在必行。9月23日上午，由琼中县科
协指导的琼中2020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暨五脚
猪饲养技术培训班开课，有着丰富的社会培训及
饲养经验的韦秀芳当选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农民五脚猪产业协会会长，曾跟随着韦秀芳创业
的竹鼠养殖户们，也纷纷加入了该协会。

课堂上，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王峰认为，五角猪猪种养殖多为放养，
主要吃草，属于绿色环保产品，其肉质口感尚佳，
颇受消费者欢迎，目前市场呈供不应求态势，且
售价不低，算得上是朝阳产业中的佼佼者。

“出生25天左右的五脚猪小猪崽就可以投入
市场，10斤左右的乳猪售价在80至85元一斤。
可以说，任何成长周期内的五脚猪都具备其相应
市场商品价值，而且保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包地
2000亩，养殖规模达2000头五脚猪的企业负责
人王攀介绍。

养殖专家刘克俊则提出打造特色品牌效应

的设想，“统一养殖方式，形成产业辐射带动效
应，技术是关键。”

当然，现场也有个别养殖户提出了自己的担
忧，“五脚猪的生活习性特殊，放养、散养所产生
的收益价值比较显著。可村子里现在种满了槟
榔橡胶，要是出现了养殖业影响种植业的状况，
会不会得不偿失？”个别养殖户担心，放养后的五
脚猪会啃咬作物。

事实上，韦秀芳养殖场里的一处棚舍下，已
有50多只五脚猪纳入养殖。今年5月，她着手投
入五脚猪养殖产业，先期投资已达300万元，其
中贷款68万元，镇里扶持小微企业贷款174万
元，其余款项则通过筹借而来。

在韦秀芳看来，每个产业转型的过程，都会
经历一个短暂的“阵痛期”，重头再来并不容易。

“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场地环保、消防、检
疫等场地指标符合养殖五脚猪的标准，相关部门
才会批证。此外，聘请技术成熟的员工也需要花
费一笔资金。但是，迈出第一步很重要。”她表
示，目前最大的难题是养竹鼠时贷的300万还款
限期将至，若是还款期限能缓一缓就好了。

9月26日，韦秀芳还飞了一趟广州，这次要
推介的产品，由“竹鼠”变成了“五脚猪”。

着手干，带头转型养五脚猪

因为“入行”早，韩宁算是最先体验到果子狸市场
“供不应求”销售红利的养殖户之一。其间，他拿着赚
到的钱开饭店，种植荔枝、泰国金椰、山茶、槟榔等，尽
可能地扩大产业的品种。

在韩宁精心打造的厂房中，195×95cm的单间笼
舍可容纳十几只果子狸栖息，新生幼崽通常需要放进
篮筐里进行特殊护理。韩宁介绍，在野生动物养殖物
种里，果子狸最为矜贵，需要丰富的饲养经验和悉心照
顾，才能确保每年顺利繁殖扩增，“正常来说，一只母狸
平均每年可产下2胎幼崽。”

“果子狸的种苗通常是养殖户们的热卖商品，售价
1000元-1600元/只不等（5-6斤，饲养半年以上）。”另
一名果子狸养殖户韩向光介绍，即使在销售市场最低
迷的时候，他也卖出了950元/只的种苗价。

在文昌昌洒镇凤鸣村驯养场，韩向光花了整整
8年的时间养殖果子狸。“每个刚入行的养殖户，都
会先买来四五十只果子狸种苗，一边跟着有经验的
大户学习，积攒养殖经验，一边逐步扩大养殖规模。”
韩向光亦是如此，从2012年9月开始购入40多只果
子狸种苗，一直到 2017 年正式办理销售许可证之
后，他才慢慢进行规模销售，运往省外赚取利润，“没
办证前仅在同行之间卖一些种苗，用于贴补养殖投
入和家庭支出。”

韩向光介绍，饲养果子狸投入的成本随着养殖规
模的扩增不断加大，通常需要3年才会开始有经济效
益，“这次行业清退，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入行三四年
的养殖户，前期的投入基本打了水漂，转型发展其他产
业，又要花重金重新造笼舍。”

曾靠果子狸养殖开辟致富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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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洒镇一家老爸茶馆内，七八名养殖户边喝茶边
探讨未来的转型方向。他们创建了多个野生动物驯养
微信群，其中A群的成员就达到了438人，“谁签了补
偿协议，补偿标准多少钱，哪个地方的政府拨了款，接
下来准备做什么产业……大家都会在群里彼此通气。”

探讨中，一名养殖户提出想简单改造果子狸笼舍，
买一批其他种苗先养养看。听到这，其他几名同行立
即提醒道：“不要一下子买太多，今后的养殖市场走向
还不明朗，先买十几只养着积攒经验，边做边摸索，一
旦发现局势不对，也好马上撤退。”

作为果子狸大户，有着丰富养殖经验的韩宁是众

多养殖户的“引路人”，他们大多跟着他挑选种苗、修建
笼舍、联系饲料供应商、开拓省外客源市场。8月7日，
文昌市执行首批野生动物清点退场工作，韩宁也走在
了最前面，清点填埋驯养场内的1314只果子狸，转身
告别了11年的果子狸养殖生涯。

说起计划，韩宁是这么打算的：“等170多万补偿
款下来后，先结算饲料供应商6万多元的账，再还清好
友50多万元的投资款，剩下的才作为转型的投资资
金。”但这笔钱该往哪投，他目前还没有太明确的想法。

果子狸养殖时代结束了，而属于养殖户的下一个
“春天”，会在哪呢？

养殖户建群探讨转型转产

部 门 行 动

今年1月，国家明令禁止陆生野生动物交易活动
后，我省各地饲养中的果子狸、豪猪、竹鼠等持续囤栏
繁殖了8个月。笼舍空间有限，再加上饲养经费吃紧，
动物的死亡率一度升至20%-30%。养殖户们不得不
通过银行贷款、跟饲料供应商赊账等方式维持养殖场
的运转。不少养殖户表示，拿到补偿款要做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先偿还手头的债务。

经过8个月的等待，儋州豪猪养殖户王振在政府组
织下完成了约744只豪猪的清退处置工作，到手补偿
款预计有70多万元。在他看来，豪猪养殖是一个高投
入、高回报的产业，他用6年的时间将养殖规模发展至

744只，总投入220万元。其间，每年还要支出一笔20
多万元的养殖费用。“豪猪的销售市场主要面向农家
乐、大排档以及餐桌宴席等，售价为75-80元/斤（一只
25-30斤）。种苗销售同样供不应求，大苗2000元/只，
小苗1200-1500元不等。”作为儋州市的豪猪养殖大
户，近两年来，王振在东成镇和木棠镇的两个养殖场，
每年豪猪销售的数量可达500只，净赚利润80万元。

根据儋州市的补偿标准，豪猪的补偿价统一定为
950元/只，744只豪猪填埋后，王振现在也赋闲家中，
不时关注着行业的相关动态，思考着日后的发展道路，

“我想重新创业，但要做些什么？还得再等等了。”

想重新创业，正在等待时机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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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脚猪养殖培训班开班五脚猪养殖培训班开班

韩宁的果子狸养殖场厂房韩宁的果子狸养殖场厂房

韦秀芳的养殖场还有韦秀芳的养殖场还有300300多只竹鼠留下用作科研多只竹鼠留下用作科研

琼中一竹鼠养殖场完成清退后空荡荡的笼舍琼中一竹鼠养殖场完成清退后空荡荡的笼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