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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近期生猪价格
上涨引发广泛关注。根据农业农
村部监测，7月第3周（数据采集
日为18日），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8.9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2.1%，同比上涨33.0%。全国猪
肉平均价格29.27元/公斤，比前
一周上涨1.3%，同比上涨25.9%。

“持续低迷了两年之后，生
猪价格这轮上涨属于市场自发调
节下的恢复性上涨。”湖南省生猪
产业协会秘书长彭英林表示，此
前受持续亏损影响，养殖主体有
意识地控制了生产节奏。

在湘南永州等地，一些大型
养殖企业即便有足够圈舍，也不
会让养殖场满负荷运行。

福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是温
氏集团在贵州省福泉市的一家全
资子公司，由于之前生猪行情不
好，公司的两个猪场，一个自建
成后就未使用；一个最近两年一
直在减少养殖量。

根据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生猪出栏量
为36395万头，同比下降了3.1%。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4038万头，同比下降了6.0%。

延迟出栏也是本轮猪价上涨
的原因之一。

彭英林介绍，过去，一头猪
长到100公斤左右便可出栏，但
现在养到 130公斤，甚至 150公
斤的也较普遍。“这种方式主要由
一些中等规模的养殖主体采用，
因为大猪的疫病风险小，可以根
据市场行情决定何时出栏。”彭英
林说。

湖南多个养殖主体反映，
2021年时，一头110公斤左右的
猪出栏平均要亏400多元，去年
要亏200多元，当前则可以赚400
元。

“目前的猪粮比在 7.5:1 到
8:1之间，离猪价过高的警戒线
9:1还有一定距离，因此现在的猪
价处于有利可图的合理区间。”搜
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经过几年发
展，2023年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
比例达到68%，已取代过去中小
散户养殖成为主流，这决定了生
猪价格不会像过去那样剧烈波
动。本轮猪价就是规模化养殖形
成后，市场在养殖主体和消费者
之间寻求平衡的一个过程。

以养殖大省湖南为例，2023
年，规模养殖较 2022 年增加了
10%，占全省所有养殖主体的比
重超过70%。2023年，在保障本
省居民供给的前提下，湖南还向
其他省份外调猪肉21万吨、出口
猪肉 8125吨，分别较 2022年增
加12%和47%。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环保和
防疫升级，生猪养殖门槛抬高，
过去农村地区的散户加速退出。

福泉市年出栏500头以下的
养殖户数量从 2018年的 5万户，
下降到了2023年的 1.7万户；生
猪 出 栏 量 也 相 应 从 2018 年 的
14.84 万头下降到 2023 年的 6.58
万头。福泉市农业农村局高级畜
牧师石让安介绍，全市规模化率
已 从 2018 年 的 57.25% 上 升 到
2023年的82.9%。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近年来
不断引导生猪产业发展“公司+养
殖户+基地+市场”的新型经营模
式，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的运营
方式，尽量减小生猪养殖的波动。

从2021年起，位于衡水市安
平县大何庄乡的大帅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与大北农集团签约合
作，由对方统一提供猪苗、饲料
和防疫、技术服务，并按合约价
格收购。该公司负责人张帅介
绍，再过两个月，场内的5000头
生猪将全部出栏。

随着生猪价格上涨，福泉温
氏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
已打算近期恢复两个猪场的产能。

目前正处于猪肉消费的淡
季，业内人士表示，出栏增加、
产能恢复都会对这轮猪肉价格上
涨形成抑制。

业内人士分析，尽管近期牛
羊肉的价格降幅明显，但由于消
费场景主要在餐饮行业而非家
庭，加之价格依然高于猪肉，因此
替代作用有限。“预计今年下半年
生猪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但大幅上
涨的可能性不大。”冯永辉说。

“在规模化养殖成为主流
后，应加强屠宰产能优化布局。”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处
长武深树介绍，提升生猪主产区
屠宰加工能力和产能利用率，促
进生猪就地就近屠宰，推动养殖
屠宰匹配、产销衔接，这样将压
缩不合理利润空间，减少价格剧
烈波动，保障老百姓的“肉盘
子”端得更稳。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猪价恢复性上涨，能否持续？
业内人士预测：今年下半年还会继续上涨，但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公安
部 24 日公布吉林白城、辽宁沈
阳、上海浦东、浙江金华、广东
东莞公安机关打击整治驾驶非法
改装电动自行车“飙车”违法 5
起典型案例。

其中，2024年7月10日，东
莞公安机关查处一起驾驶非法改
装电动自行车“飙车”案，抓获
违法嫌疑人 6人。经查，6月以
来，虞某某等6人多次驾驶非法
改装电动自行车在滨海湾大桥周
边实施“翘头”、竞速疾驶等危险

骑行行为，并拍摄、上传视频。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虞某某等6
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今年4月以来，全国公安机
关按照集中打击整治“飙车炸
街”违法犯罪工作部署，结合电
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
动，加大对利用非法改装电动自
行车参与“飙车”违法行为的打
击整治力度，依法查处了一批社
会影响恶劣的违法案件，坚决惩
戒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分
子，有力维护了社会公共安全和

道路交通秩序。
进入夏季，“飙车炸街”违法

犯罪高发频发，公安机关将紧密
结合2024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
动，依法严厉打击“飙车炸街”
违法犯罪，坚决遏制“飙车炸
街”反弹势头。公安机关提示，
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飙车
炫技”不仅危及自身生命安全，
还破坏正常通行秩序，危害公共
安全；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共同营造守法出行、
安全出行的良好氛围。

新华社北京7月 24日电
人民法院将坚决落实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

“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
制经济产权”要求，把严格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企
业家合法财产权以及民营企
业、企业家人格权落实到每
一个具体案件的办理中，坚
决防止利用行政、刑事手段
干预经济纠纷等问题。

这是记者从最高人民法
院24日举行的全国大法官研
讨班获悉的。最高法要求，
要时刻保持依法审慎，践行
善意、文明司法理念，在强
制措施适用上把握“适度”，
办案进程中严防“久拖”，最
大限度降低诉讼对企业生产
经营的负面影响。

最高法同时提出，各级
法院要强化主动服务、积极
作为，通过公正高效司法促
推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把

“两个毫不动摇”、严格依法
平等保护要求落到实处。

最高法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
商事案件126.8万件，同比下
降13.5%。在服务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方面，全国法院审
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23.5万
件，同比增长8%。其中，人
民法院审结“新能源汽车底
盘”技术秘密侵权案，依法
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判赔6.4
亿余元，创我国知识产权侵
权诉讼判赔数额新高。

最高法明确提出，要及
时跟进、健全完善司法理
念、司法政策、司法保护机
制，坚持好严格保护、能动
履职、统筹协调一体融合的司
法理念，坚持公正合理保护与
防止权利滥用有机结合，依法
公正审理个案与树立科技创新
司法规则有机结合，切实形成
最有利于保护科技创新的政策
支撑和工作合力。

新华社北京7月 24日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24日举
行的全国大法官研讨班获
悉，全国法院充分发挥刑事
审判职能，今年上半年审结
一审刑事案件56万件。

最高法数据显示，上半
年，全国法院加大电信网络
诈骗、跨境赌博等犯罪打击
力度，审结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1.5万件 3.1万人，案件数
量同比增长22.9%；坚决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审结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104
件，同比下降27.8%；依法惩
治腐败犯罪，审结贪污贿赂
等职务犯罪案件 1.2 万件 1.5
万人，审结原中管干部职务
犯罪案件17件。

最高法提出，要充分发
挥刑事审判惩罚犯罪、保护
人民的职能作用，准确贯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打
击、震慑、预防、教育、挽
救等有机结合起来，对严重
危害政治安全、公共安全等
犯罪绝不手软、坚决打击、
形成震慑，同时善于做好教
育、挽救等工作，做深做实

保安全、护稳定。
最高法还提出，要牢牢

把握“公正与效率”这个审
判工作主题，以改革促公
正、提效率，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新要求新期待。“惩治网
络暴力要强化行政监管、处
罚，必要时须以公诉案件追
究，当事人不了解，法院就
应释明告知，依法将欲自诉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记者同时了解到，人民
法院将紧扣全面深化改革重
大部署，以执法司法的制约
监督、协同配合强化人权保
障，确保审判权在人民监督
下、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

最高法对此提出，司法
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
线，也必须成为最有力的防
线，要让包括受害人、权利
人、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
件违约侵权等过错方、被执行
人等在内的各方合法权益都得
到应有保障、感受到公平正
义。要牢记“100-1=0”的
道理，切实加强审判管理，依
法规范办理每一个案件，强化
人权保障、树立司法公信。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

做实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工作

上半年全国法院审结电诈案件1.5万件

同比增长超二成

公安部公布5起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飙车”典型案例

依法严厉打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