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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了全国人民的脚步，大家响应号召少出

门不聚餐，餐馆、海鲜市场需求疲软，再加上用工
难、用工贵、运输屠宰和销售渠道受阻，养殖环节积压
滞销、价格低迷，养殖企业严重亏损。

梅州兴宁鸿盛种养家庭农场有1万多只红面鸭卖不出去、
勤丰生态种养有限公司每天收成的五六百斤鲜菇卖不出去；潮州潮
安嘉秋柑桔基地滞留蕉柑150吨、 湘桥朝阳柑桔基地剩余贡柑约75
吨；台山市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每天滞销上万斤鸡蛋；广州市德权
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存太阳鱼40多万斤……就连广州市诚一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这样的明星企业，目前也有80万斤鲩鱼着急待售。

这样的救急信息，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春节以来收到了太多太
多。 一边是市民宅家对生鲜类食品需求暴增，一边却是大量优质的

“粤字号”农产品无法“出山”。
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障“菜篮

子”产品生产供应稳定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疏通和拓宽流通渠道，2
月18日，羊城晚报联合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及广东农产品“保供稳

价安心”平台，联手淘宝、京东、拼多多、苏宁易购、美团、今日
头条、抖音、西瓜视频八大互联网平台，启动“218”抗疫助农
数字矩阵， 在这些汇集了目前国内顶级流量的互联网

平台上，我们将合力战“疫”护农，促进产销
精准对接，助“粤字号”优质农产品顺利

“出山”，为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
坚“双战役”贡献广东力量！

2019年末，广东家禽
存栏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
了4.45亿只。 但一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 让家禽业损
失惨重。

茂名的广东海桐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饲养的是
120天的三黄鸡， 如今多
达6.5万只肉鸡卖不出去，
企业负责人每天一睁眼，
就要给饲养三黄鸡超过
120天的农户补贴一只鸡
2毛钱， 单是这笔费用一
天就要1.3万元。 虽然当前
肉鸡价格涨到了7元/斤，
但道路受阻，有价无市；梅
州兴宁鸿盛种养家庭农
场，1万多只红面鸭春节
前开价是150元/只， 如今
每只30元都卖不动，而这
个家庭农场每天光是饲料
就要先赔上3000元；还有
惠州兴泰现代农业有限公
司存胡须鸡10万只、胡须
鸡苗50万只；广东盈富农
业有限公司存肉鸡 20万
只； 台山市科朗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每天滞销上万斤
鸡蛋……

卖不掉浪费饲料，卖
掉了又要割肉， 众多养鸡
场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水产同样受到重创。很多人
不知道， 广东不仅是水产流通、
消费大省，更是全国水产养殖第
一大省。

春节期间本是水产品的销
售旺季，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多
地水产批发市场关停，酒楼餐饮
行业几乎处于“停摆”状态，大量
水产品积压滞销，行情低迷。 其
中，以白对虾尤为严重。

每年春节期间基本都是白
对虾价格最好的阶段， 是每个
养虾人翘首以盼的日子。 然而，
2019年由于暖冬天气， 广东地
区白对虾高产且上市时间提
前， 导致广东地区虾价并不理
想。 40元/斤的白对虾塘头价仅
24-25元/斤， 于是不少养殖户
将虾保留到春节后，想等到价格
理想再出售。 谁也没想到，等到
的却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白
对虾消费量断崖式下滑，虾价也
随之大幅下滑。

据业内人士统计， 目前广
东成虾存塘量为 4万-5万吨 ，
其中珠三角为2万吨左右。但面
临严重亏损的并不仅仅只是养
虾企业。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东省农
业农村厅拿到了一份不完全统
计的水产“求销”名单：广州市德
权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存太阳鱼
40多万斤， 就连广州市诚一水
产养殖有限公司这样的
明星企业， 目前也有80
万斤鲩鱼待售。

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障“菜
篮子” 产品生产供应稳定的决策

部署，进一步疏通和拓宽流通渠道，
2月18日，羊城晚报联合广东省农业农村
厅及广东农产品“保供稳价安心” 平台，

联手淘宝、京东、拼多多、苏宁易购、美团、今日
头条、 抖音、 西瓜视频八大互联网平台， 启动

“218”抗疫助农数字矩阵，在这些汇集了目前国内
顶级流量的互联网平台上，我们将合力战“疫”护农，
促进产销精准对接，助“粤字号”优质农产品顺利“出
山”，为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双战役”贡献广东
力量！

各个互联网平台已经就此展开助农行动。
最近两天在京东生鲜，经过平台推广，滞销的丹东

草莓销售额环比推广前增长10倍以上，11万斤大凉山
草莓也在3天时间销售一空，“滞销品” 正在逐渐成为
“爆品”。 这样的例子正在全国各地发生。 在四川大
凉山德昌县王所镇，每日采摘的草莓滞销达30吨左
右 ，京东同样成立了“大凉山草莓行动小组 ”，迅速
筛选两家现有线上店铺来承接代销任务。四川大凉山
草莓上线后，首日订单达16000笔，销售环比前日增长
了60倍。

拼多多也已上线“抗疫开拼，爱心助农”专区，已覆盖
全国近400个农产区，包括23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而广
东农产品“保供 稳价 安心” 数字平台上的商户通过扫
码登记并经核实后， 可通过绿色通道入驻到拼多多平台
上卖货，另一方面，拼多多也会予以一定的流量以及补贴
支持。

淘宝则以一则霸气的海报这几天刷屏了： 设立10
亿爱心助农基金， 帮助滞销农产品打开销路。 直到把
全国的滞销农产品卖光为止。

同时，2月17日，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联合农
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等机构一起发起“齐心战疫，
八方助农”活动，羊城晚报也作为支持单位参与其中。
希望依托各平台海量用户和信息精准分发优势， 提高
农产品供需信息对接效率， 帮助各地农产品找到更多
销路，让更多农产品走上市民的餐桌。

苏宁易购已宣布助农18项举措， 并将联合联动线
下苏宁小店、 家乐福等苏宁系力量， 齐齐化身“卖菜
郎”，帮助农产品扩大销路。 对此广州苏宁总经理吴丁
剑表示：“由于疫情期间重要农产品流通受阻，羊城晚
报利用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促进产销精准对接， 畅通
农产品流通渠道， 苏宁将会携手羊城晚报共同开放资
源支农扶农共助农，秉持社会责任担当。 ”

可以预见的是，“218”的抗疫助农数字矩阵下，集合
各个平台的超级带货能力， 将助更多的优质农产品顺利

“出山”。
如果您有农产品急着出货， 可以扫码反馈农产品

的滞销信息， 羊城晚报将与各个互联网平台收集信息
后，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或直播带货、或短视频推广。
以美团快驴进货为例， 将通过数字矩阵， 精准对接广
东农产品“保供 稳价 安心”数字平台上的企业，通过
快驴自营商城的日常采购和销售， 帮助农企和农民扩
大滞销农产品销售渠道。

目前，各大互联网平台已开通与羊城晚报合作的“助
农专线”，具体的信息汇集入口，可以下载羊城
派，在财经频道的“出货帮”专题中，将有
各大平台的信息收集入口。

你们传递希望，我们接力上
行，一起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广东力量。

“218”
助“粤字号”

农产品“出山”

广东4万吨
成虾压塘

卖不动
B十万火急，

家禽企业
滞销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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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18”数字矩阵
打造顶流““出出货货帮帮””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助农行动、广东农产品“保供 稳价
安心”平台统筹“粤字号”农产品信息

羊城晚报全媒体推动，撮合供需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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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18
如何解决当前家禽水产品积压滞

销问题，维护家禽水产业稳定发展，成
了摆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面前的一件
大事。 从大年初二开始， 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着手搭建广东农产品“保供稳
价安心”网络平台，一场救援行动全面
铺开。

在一亩田、广东联通、羊城晚报等
合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仅一天一夜的
时间就搭建起一个广东农产品“保供
稳价 安心 ”的数字平台，目前已有
超过 1800家“菜篮子 ” 企业自发加
入，成为广东保障农产品平稳供给的
重要力量。

连日来，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直播在
这个网络平台上轮番上场，仅徐闻菠萝
就在线达成了600万斤的采购合约。

通过这个平台，广东丰泫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与盒马鲜生达成了合作，盒马
鲜生每天向丰泫公司采购4000-5000
斤的鲜活南美白对虾，并通过何氏水产
的专业物流车配送至广州、深圳盒马鲜
生的各个分仓，一下子解决了丰泫公司
超10万斤的存塘成虾。

另一方面，广东一早布局的数字农
业也开始发挥作用。在广东省农业农村
厅指导下，腾讯微视联合味库海鲜发起
一次公益实验，搭建短视频里的“网上
海鲜市场”， 以零利润帮卖滞销海鲜。
短短5天，第一条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了
700万，卖出面包蟹近1.5吨。 这一卓有
成效的“保生产 去库存”公益平台，也
正式面向全国的海鲜户、 水产户开放，
助力更多渔民、 海鲜商户减亏提效，共
战疫情。

2月15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又发
出《关于做好家禽水产品收储工作的紧
急通知》， 省财政将对家禽水产品屠
宰、 加工、 收储企业给予一定补贴，各
市也安排资金予以补贴，支持加强家禽
水产品屠宰、加工、收储工作，维护家
禽水产业稳定发展。

一天一夜搭建
“保供稳价安心”平台

C

淘宝、京东、拼多多、苏宁、美团、今日头条、抖音、
西瓜视频八大国内顶级电商和资讯流量平
台，首次在主流媒体端口聚合助农的力量，
搭建最强购买力的互联网阵营。

2月18日这天，2+1+8首度走到
一起，战“疫“护农，八方助力！

野味贩子
变“嗜血网红”
监管缺失

致交易泛滥
———中国野味市场调查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表示，

国内野生动物的销售主要有公开市场、 地下黑市、
网络售卖三种方式。 公开市场以零货销售为主，相
比熟客走量型的地下黑市和日益兴起的网络售卖，
公开市场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这张庞大的产销网络中，南方省份以及东北
地区供应量和消费量巨大，西部边远地区则成为重
要野生动物的供应地。

“各地野生动物资源不一样，比如宁夏主要是
野鸡、野兔、野鸭，东北以狍子、熊掌为主，河北、天
津、安徽一带主要是各类小型候鸟，广东、广西一年
四季蛇和鸟都不少，浙江、湖南、湖北有丘陵地区野
猪、麂子这些兽类……各地区的特色，拼齐了一幅‘野
味地图’。”让候鸟飞志愿者天将明说。业内人士表示，
在不少地方，捕捉野生动物成了重要收入来源。

抓获野生动物只是这场疯狂交易的起点。 这些
巨量、大型甚至是活体的野生动物，如何通过非法途
径运送到各地的呢？ 北京草原之盟环境保护促进中
心志愿者祁玉婷，曾参与记录野生动物非法贩运过
程。 志愿者分乘三辆从宁夏开往华中地区的大巴车
进行跟踪记录。 他们观察到，仅一次运输过程，各个
接头地点与三辆大巴车交接货物的车辆就有27台。

“他们不仅卸货，也会上货，常年运输，形成了
一条流动的‘贩运大通道’。 这只是我们一次跟踪所
了解的情况，全国这样的通道不知道还有多少。 ”祁
玉婷说。 除了大巴车，火车、货车、飞机等也经常运
送野生动物。

这张巨大的运输网络，不仅把金钱送到了各地，
也把病毒扩散到了四面八方。

“据我调查估算，全国每天至少有上百吨野
生动物被卖掉。 受疫情影响，现在大部分只能躺
在冷库。 在新冠病毒传染源和传染机制没有明确
之前， 这些野生动物都可能是极度危险的致病
源。 ”刘懿丹表示。

2003年8月， 在SARS疫情被逐渐消灭后，林
业部门将果子狸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列入可进
行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动物名
单。果子狸产业发展迅猛。以“中国果子狸养殖之
乡”江西省万安县为例，这里仅一家龙头企业就
年产商品狸2.8万余只，年产值3500多万元。

实行一段时间后，“54种动物名单”被废止。 野
生动物只要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均可以驯养繁殖和
利用，范围非常宽泛。

有学者根据国家林业局在线审批系统的公
开资料搜索，2005－2013年间， 国家林业局共计
向企业和个人发放了3725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 这还不算各省级林业部
门审批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以
及无序非法的驯养繁殖。

审批容易、监管缺失，导致林业部门发放的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
证”广受诟病。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其成了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的“洗白工具”。 据业内专家推算，我国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利用产值，每年至少数百亿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产业。

志愿者洪武多次到广东等地的农贸市场调
查，发现旱獭与鼠类可以大量批发。 而旱獭与鼠类
都是鼠疫的自然宿主。

更荒诞的是，鼠类等野生动物被林业部门批
准进行驯养、繁殖、利用，然而农业部门却无法对
其进行检验检疫，食用的潜在危险极大。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动物检疫的范
围、对象和规程由农业部制定、调整并公布”。 公
开信息显示， 目前我国农业部门只颁布了生猪、
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约
10种动物的产地检疫规程，野猪、野禽等可对应
参照上述规程进行产地检疫。 这就意味着，绝大
多数动物无法进行检疫。

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表示， 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修改工作。 宣布修改法
律，是对民声民怨的积极回应。

专家学者认为， 目前我国
野生动物的数量锐减、公共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根源在于对野生
动物的滥用。 通俗地说，就是受
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原有法律中
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进行“利
用”的理念，应该重新审视。

此外， 野生动物保护法不
是“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要
改变目前法律重在保护濒危野
生物种，而非重点保护动物“有
效保护几乎为零”的状态。经过
两次大的疫情， 应该更多从公
共卫生安全的角度， 对野生动
物保护政策进行调整。 需将野生
动物保护法的范围扩展为全面覆
盖所有野生动物， 对野生动物提
出普适性保护规定。

此次修法， 还将加快动物
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 专
家指出， 修改动物防疫法是好
事， 但切忌为了配合野生动物
利用而强制扩大动物检疫防疫
的范围。 基于对动物病毒存在
许多未知的现状， 严格控制为
野生动物发放检疫证的范围。

针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泛
滥的现状和惩处的困境， 还应
制定具有震慑力和针对性的法
律内容。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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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3日，
凌晨，河麂子，又是一车，欢
迎订货！”一个名为“养殖珍

禽和种植水产交易服务”的微
信号朋友圈中发布视频， 画面中一

只动物蜷缩在铁笼，眼神充满惊惧。 发
布者称，这些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河麂，一

批就有100多只。
在举国上下为疫情忧心忡忡， 许多人因失去亲

友失声痛哭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依然在进行。
1月21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下发通知，要

求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必须检疫合格。 1月22日，包
括中科院院士许智宏在内的19名院士学者联名签
字，倡议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交易。

1月23日，此商贩却在朋友圈继续吆喝生意，并
称自己的野生动物“带检疫、养殖和销售证”。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志愿者
刘懿丹告诉记者，近年来网络黑市销售野生动物日
益猖獗， 不少野味贩子借着虚拟平台的管理漏洞，
创建了一个个属于自己的“野味帝国”。

记者发现，野味贩子通过微信朋友圈、网店等不断
传播杀戮野生动物的视频，把自己打造成黑市中的“网
红”， 吸引嗜血食客： 一只已经死去的黄麂被吊在木架
上，头上和颈部的皮已经被剥下，几个人笑嘻嘻地拿着
刀子砍腿，地上全是血。 拿着铁锤直接砸向野羊的头部，

“这是第四只了！”画面一转，地上堆着被大卸八块的羊肉。
“野味网红”的朋友圈更新非常快，一天下来，视

频多达十几条甚至几十条。 白天鹅、白额雁等国家重
点保护动物是“常客”；来源不明的果子狸、豪猪、竹
鼠数不胜数；大王、水律、眼镜等蛇类按吨供应；剥了
毛的小麻雀100只一包，一次供应30万只……

这些贩子十分狡猾, 他们在视频中从不显示有
关地址和个人身份等信息。 除了偶尔暴露的方言口
音，几乎难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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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遍布全国的庞大网
络。 从地下到网上， 从东南到西
北，从城市到乡村，从森林到戈壁
……伴随着巨量的金钱， 野生动
物通过这张网络， 被运送到食客
嘴边。

我国正在全方位开展疫情
防控阻击战。尽管中间宿主还未
完 全 确 定 ， 但 和 2003 年 的
SARS 一样， 这次疫情的病毒
来源也指向野生动物。

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
一条河流， 但悲剧却再次上演。
人们担忧的是，我们会不会第三
次踏入这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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