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人投資生豬業務覓商機

在廣西賀州洲際食品公司，一排排已屠宰完畢的白條豬倒掛在鐵勾
上，依次滑入冷庫間靜置八個小時排酸，在完成檢驗程序後，工作人員
會在豬身上蓋上一紅一藍兩個印章。需被分切的白條豬被推入分割車
間，一百斤出頭的半片白條豬被分解成一塊塊，隨後被裝上冷鏈車，一
路駛向大灣區的各家超市，這是賀州一家落成不久的新屠宰場每天再普
通不過的場景。

目前，廣西賀州正打造生豬產業聚集地，透過嚴格的疫病防控和品
質管控，實現從仔豬到餐桌的生長全程可追溯，加大對港乃至大灣區優
質農產品供給能力，豐富港人以及灣區 「菜籃子」 。

大公報記者 蘇徵兵賀州報道

「我們公司冰鮮豬肉供港備案已通
過南寧海關審批，也已向香港食環署申
報境外註冊。」 賀州洲際食品公司總經
理余濠銘是香港人，從廣州番禺轉戰廣
西扎根賀州已有兩年，他認為在賀州投
資供港豬業務是一個機遇。目前該公司
牌照、訂單、渠道均已齊備，第一步已
經拿到了每天供港200頭、供澳門100
頭冰鮮豬的份額，首批已於近期開始發
運。 「我們公司有自己的三家實驗室，
對各個環節進行全面的檢驗檢疫監測，
確保食品安全。我希望供港豬未來可做
到每日供港1000頭以上。」 余濠銘說，
香港市場每天的生豬需求量大約是
12000頭，希望有機會能做到十分之一
的份額。

近年，珠三角地區尤其是廣深地區
的養豬場和屠宰場，在新政策下逐步向
珠三角外的區域轉移。這幾年與洲際食
品一樣，一批生豬相關企業紛紛在賀州
聚集落戶。賀州也積極借此打造生豬產
業集群，賀州京基智農、賀州溫氏等企
業在當地形成了產業集聚效應，提升了
生豬產業的整體競爭力，也為實現更多
的生豬供港奠定了基礎。

力爭供港資質 全流程品控
「爭取今年推動京基智農和溫氏公

司，至少一家拿到生豬養殖場供港備案
資質。」 賀州市農業農村局的高影凝科
長說，賀州年出欄生豬約240萬頭，這
兩家企業就達到170多萬頭，是最有實
力在今年拿到供港資格的生豬養殖企
業，能夠做到對供港豬業務進行全流程
把控，確保豬肉品質和供應的穩定性。

高影凝介紹，近兩年賀州生豬產業
發展態勢良好，賀州積極推動新建擴建
畜禽生態養殖場建設，加速構建現代化
的畜禽養殖、動物防疫及加工流通體
系，對養殖戶給予保費補貼，降低養殖

風險持，續推進糞污資源化利用，確保
畜牧業發展的可持續性。

智能化養殖 有效防「非洲豬瘟」
其中，京基智農賀州生豬養殖項目

正開展生豬供港資質認證。為確保順利
獲得供港備案資格，該項目配套國際先
進的二級UASB+AO+沉澱消毒的污水
處理工藝設備，處理後達到農業灌溉水
質標準可循環利用；糞便處理採用先進
的立式好氧發酵罐技術，生物發酵後產
生高標準有機肥可打包出售或散裝還田
利用；所有豬舍配套國內領先的初效空
氣過濾和噴淋式廢氣消納設備，淨化進
出豬舍的氣體，確保每一頭豬的健康。

京基智農採取的樓宇聚落式自繁自
養疊加 「6750」 生產模式，能實現閉群
生產、全進全出，有效防止 「非洲豬
瘟」 ，並應用智能化養殖管理系統，實
現對豬的生長環境和健康狀況的實時監
測和精準調控。所謂 「6750」 模式，即
每條生產線配備100頭曾祖代種豬、
650頭祖代種豬、6000頭二元母豬等，
實現原種豬—種豬—育肥或原種豬—種
豬—仔豬的閉群繁育及高效批次化生
產。也就是說，供港豬從仔豬出生到屠
宰完成都不會出養殖場，且每天均處在
嚴格的疫病防控和品質管控之下，實現
從仔豬到餐桌的生長全程可追溯。

此外，賀州還組織縣（區）鄉鎮兩
級官方獸醫對屠宰生豬開展檢疫，利用
動物檢疫協檢員和獸
醫衞生品質檢驗員協
助官方獸醫檢疫，彌
補了官方獸醫數量的
不足，尤其是對供應
香港以及大灣區的生
豬及生豬產品全面強
化規範檢驗、藥物殘
留檢測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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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賀州供港生豬 全鏈條可追溯
從仔豬到餐桌 全天候監測檢疫保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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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西賀州市平桂
區羊頭鎮老柱村有601
個直徑八米的藍色大圓

筒，在山林間整齊地排列着，這是陸
基漁業生態養殖產業示範區──魚躍
天下。

該項目負責人胡曉鋼說，示範
區以禾花魚、白鯽魚等淡水魚養殖、
魚苗繁育為主導產業，一期面積155
畝，累計投資4712萬元，2024年出

產1200噸商品魚，全產業鏈總產值
5000萬元，是目前廣西單體規模最
大的陸基圓池養魚基地。

據悉，該項目養殖模式採用陸
基圓池循環水養殖系統，1個直徑8
米、深1.5米的養殖圓池，年產商品
魚2噸，相當於1畝魚塘一年產能，
比傳統魚塘養魚效率提高13倍以
上。同時有效控制成本，陸基圓池養
殖餵料精準，飼料系數同比傳統養殖

降低20%-40%。從魚苗投放、養
殖管理到成魚捕撈節省人工，一人能
管護30個圓池。胡曉鋼表示，下一
步將加快對港澳和東南亞的市場拓展
力度，正在做有關的準備工作，有望
成為供港澳市場的新品類。

南鄉是賀州著名的溫泉小鎮，
這裏的西溪溫泉房間已經被預訂到了
大年初三，95%以上都是廣東人。
南鄉鴨就是這個溫泉小鎮的特產，養

殖歷史超500年，多為放養於稻田、
池塘、小河邊，體態健碩、毛羽靚
正、野性十足。2017年被列入國家
地理標誌登記保護農產品之列，
2024年入選第二批全國名特優新農
產品名錄。當地正在建設南鄉鴨孵化
基地等，採用 「公司+合作社+農
戶」 的方式，每年出欄50萬羽，而
農業部門也正在考慮在合適時機，啟
動南鄉鴨供港計劃。

生態魚南鄉鴨 賀州名品有望供港
食材
豐富

規模化養殖
•賀州共有5個生豬養殖園
區，總面積約330萬畝，擁
有14家大型養豬企業，規
模化養殖和屠宰成為生豬
產業發展的主要趨勢。

逐年穩步發展
•2023年賀州生豬
年出欄總數約200
萬頭。2024年前三
季度，全市生豬出
欄156.94萬頭，家
禽出欄2436.35萬
羽。2025年生豬出
欄目標是260萬頭
以上。

諸多企業落戶
•隨着諸多企業產
能計劃逐步實現以
及更多生豬企業落
戶賀州，賀州將實
現養殖、屠宰數量
雙雙破千萬的中長
期目標。

大公報記者蘇徵兵整理

數讀賀州生豬養殖產業

▲在廣西賀州一家屠宰場的分割車間，專業團隊排成一條流水線，將一百多斤的半片白條豬分解成一塊塊豬肉後裝上冷鏈車。

【大公報訊】記者郭瀚林、馬曉芳
北京報道：政協北京市第十四屆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13日開幕，來自港澳的北京
市政協委員圍繞促進首都經濟社會發
展、探索京港兩地合作新機遇等內容積
極建言獻策。

「保護機制、傳承機制和培養人
才，是確保文化長遠存續的基礎條
件。」 北京市政協常委、中國香港（地
區）商會會長楊莉珊認為，對於積極參
與中國傳統文化海外傳播的個人和機
構，給予一定稅收優惠政策， 「可設立
中國傳統文化海外傳播專項基金，為有
潛力的文化傳播者提供資金支持」 。她
建議，對於一些具有創新性和示範性的
文化傳播項目，可以提供財政支持和資
助，幫助其順利實施和推廣。

「讓中華國潮設計跨越國界走向國
際市場，賦予傳統東方文化更多可能，
攜手重新定義中華時尚文化，聯合打造
更具國際競爭力的China Style。」 北京
市政協委員、香港中華青年企業家協會
創會主席凌俊傑建議，由北京高校聯合
香港高校共同成立 「國際時尚文化人才
庫」 ，以學術論壇等為平台，匯聚國內
外時尚文化領域人才，開展學術分享與
前沿探討，為京港時尚文化發展儲備人
才。

「北京在助力企業出海方面依舊面
臨如缺乏明確市場定位、出海主體欠缺
多元性、科創服務出海缺少領軍企業等
問題。」 北京市政協委員、畢馬威亞太
區及中國主席陶匡淳提出，應充分利用
香港的國際化人才資源，建立海外 「企
業啟航中心」 ，採取 「派駐專業顧問團
隊＋整合全球優質資源」 的雙重策略，
為企業提供全方位海外拓展支持。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上海報
道：大公報記者從中國空間站空間應用
系統科學與應用進展情況介紹會獲悉，
高分辨率溫室氣體點源探測項目有望在
年內升空，這將成為香港科學家參與中
國空間站的首個空間應用科研項目，這
項研究將助力包括大灣區綠色減排事
業，為中國的雙碳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數
據支持。

服務「一帶一路」 緩解全球氣候變化
中國科學院空間應用工程與技術中

心應用發展室副主任巴金（圓圖）在接
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高分辨率溫室氣
體點源探測項目中，香港科技大學科研
團隊提出設想，與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
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長春光
機所）合作研發出高分辨率溫室氣體點
源探測儀。目前項目進展順利已完成立

項，相信不久後有望上行至空間站進行
實驗。

香港科技大學此前介紹，該探測儀
將對全球中低緯度範圍內的二氧化碳和
甲烷排放熱點進行監測，提供發電廠、
煤礦、垃圾堆填區等設施範圍二
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濃度。研
究團隊將應用這些數據反
演近實時的碳排放通量，
為重點排放源的碳監
測、報告和核查提供可靠
準確高頻次的數據，為決
策者提供定量信息以制定有
效的減碳措施，及幫助評估減
碳措施的成效。該項目將為中國的
雙碳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數據，也將服務
眾多 「一帶一路」 國家和地區，協助緩
解全球氣候變化。

巴金向大公報表示，歡迎香港科研

人員加入到整個空間站科學應用的大隊
伍中來。空間應用系統每年都會發布空
間站科學應用項目指南，向全國乃至全
球公開科研項目機會，前期已有香港相
關高校參與指南申報並得到一些立項支

持。巴金表示： 「希望香港參與
空間站空間科學應用項目，
能夠形成一個長效機制。
未來，隨着香港地區參與
越來越多，有望能夠形成
更加集群的地域優勢，促
進讓整個大灣區的空間科

技發展更上一個台階。」
中國空間站是我國最大的

綜合性近地空間研究設施，計劃在軌
穩定運行十年以上，為我國開展高水平
空間科學與應用研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
發展機遇，也是我國錨定2035年建成
科技強國的重要創新驅動力。

中國空間站將迎首個港科研項目 助力減排

因 「大灣區
限制城區周邊建
屠宰廠，以及禁

活豬長途運輸對環境的影響而改
為直接採購冷鮮肉」 的新政，洲際
公司從廣州番禺搬遷至廣西賀州並
投資1.4億元升級重建，正是當
前一批珠三角生豬企業加速向
廣西賀州轉移的一個註解。

那麼，為什麼紛紛選擇賀
州？賀州洲際食品公司常務副
總經理李修尚表示，首先是賀
州所具備的區位優勢，產業
轉移首先考慮要地理位置和
交通條件。賀州地處桂東
與廣東接壤，到廣州、深

圳十分便利，在粵港澳大灣區1小時
經濟圈輻射範圍內。隨着廣西連接廣
東的連賀高速開通，以及賀州站開通
直達西九龍的客運業務，賀州與大灣
區核心城市群更加緊密相融，有利於
企業產品更快運往大灣區市場。

其次，賀州推出一系列
措施，形成了政策優勢。在產
業承接上，賀州出台了一系列
承接大灣區產業轉移的優惠政
策，將供港澳蔬菜和供港豬發展
納入建設廣西東融先行示範區、打

造粵港澳大灣區重要戰略腹地
先導區的重要內容，成立了供
粵港澳蔬菜（包括生豬）工作
專班。

第三，賀州具備良好的資
源優勢，是廣西首個國家級出
口食品農產品質量安全示範
區全覆蓋的設區市，且勞動
力資源充足，素質較高，
土地價格也較為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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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北京政協委員：京港攜手促文化出海


▼ 屠 宰 完
的白條豬經
過 排 酸 、 檢
驗、分割等程序
後裝上冷鏈車。

▲在賀州農投正旭公司被分割後的冰鮮豬肉，
7成以上運往大灣區市場。

▲

在
賀
州
喝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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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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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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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
。

緊鄰廣東交通便捷 生豬企業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