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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账里看山西的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就说今年吧，天旱，厚地膜的保墒

效果好，而且不像薄地膜，赖在地里不

好收拾。 政府有补贴，原价

55

元的地

膜我们只要花

35

元就可以买到，能算

过账来， 还解决了老百姓多年的后顾

之忧。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店上镇绍

良村的农民董爱忠说。

2023

年、

2024

年 ， 山西省承担中

央财政项目地膜科学使用和回收试点

工作以来， 分别在

36

个县和

45

个县

开展了试点工作。

“我们立足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站位， 聚焦用膜

重点县， 要求试点县在实施项目时统

筹有机旱作、单产提升、面源污染综合

防治等项目， 提高试点项目的综合效

益， 实现试点县农膜回收率达到

85%

以上的目标。 ”山西省农业生态保护与

资源区划中心主任张靖波说。

两年来， 山西省通过政府政策扶

持、企业主动作为、农户广泛参与的办

法，算好经济、社会、生态三本账，努力

破解田间白色污染难题， 探索农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涌现出壶关县废

旧农膜“以旧换新”回收利用模式、阳

高县废旧农膜回收“生产者责任延伸”

模式等典型。

典型引领之下，山西的地膜科学使

用和回收试点工作成效斐然。

科学利用 提升经济社会两个效益

“今年作物的长势很好，没有倒伏。

在科学种植理念的引领下， 我们村已

有

500

亩谷子种植区覆盖了生物降解

地膜， 另有

600

亩玉米地采用了加厚

地膜，地膜的引入，不仅显著提高了作

物产量， 更让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 今年预计能使农作物总产量较

以往提升大约

10%

。 ”长治市壶关县晋

庄镇东西川村党支部书记李向阳站在

绿意盎然的田野中说。

“咱家那

40

多亩玉米地，现在全靠

机械化种植。 村委会统一组织买膜，省

心又省力。 ”大同市阳高县罗文皂镇太

平堡村的村民杨河说，“而且现在用厚

膜，压得草都长不出来，秋后还有专人

上门回收废膜，省事多了。 ”

“阳高县每年平均使用农膜

2500

吨左右，其中地膜

1500

吨，棚膜

1000

吨。

2024

年，全县主要在玉米、蔬菜、

杂粮等覆膜作物上推广应用加厚高强

度地膜

8

万亩， 确保农膜回收率达到

85%

以上。 试点以来，有效地减少了由

于地膜残留对土壤的污染和破坏 ，对

实现我县及周边县区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阳高县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王志明介绍说。

据了解， 加厚高强度地膜的推广，

不仅有效减少了土壤水分蒸发， 出苗

率高出苗壮，使用后拉力仍然较强，便

于回收，极大地方便了农民操作。 全生

物降解地膜的应用， 更是在增加产量

的同时，减少了对环境的长期影响。

阳高县采取采取政府引导、部门扶

持、 企业牵头的办法推动了废旧地膜

回收工作， 新晋丰薄膜有限公司作为

回收利用的领军企业， 年处理废旧地

膜等农用塑料达

16000

余吨， 生产再

生塑料颗粒

4500

余吨，实现了废旧农

膜的循环再利用。 该县还通过设立农

膜回收固定网点、 动员农民组建捡拾

队的办法，把散户的农膜收上来。 企业每

公斤收购价格

1.5

元左右，一次调动农膜

使用户在使用开始时就谋划做好农膜回

收，这样，农民一方面可以让自己的田园

实现清洁生产， 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捡

拾实现增收。

“全县到处都是专业捡拾队，在实现

回收废旧农膜的同时还可以增加农民的

工资性收入近

50

万元。 农业节本增效、

企业和农户双赢效能， 提升了地膜科学

使用回收的经济效益。 ”王志明介绍说。

“能算过账来，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

才会有获得感， 这项工作才能可持续推

进下去。 ”张靖波说。

生态循环 绿色农业引领未来

“要说不好吧，现在种地还离不了。

春天增温保墒、 夏天抗旱节水、 抑制杂

草，种地产量能提高，产品质量能提升 ；

你说好吧，埋在地里影响来年的收成，一

刮风满天飞，地头、村口、街上刮得哪里

也是，烧了吧污染环境，真是爱不得恨不

得。 ” 壶关县店上镇绍良村农民栗建明

说，“现在就好多了， 地膜回收回来要么

卖个钱，要么以旧换新，农民得实惠 ，农

村环境得改善。 ”

据介绍，壶关县每年农膜使用量约

508

吨 ，其中地膜

480

吨 ，棚膜

28

吨 。

该县依托兴堂塑材制品有限公司开展

了回收网点建设和废旧农膜收贮 、运

输 、加工再利用工作，建设了全县的废

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 ，共建成

9

个乡镇

回收网点、

1

个农膜生产及废旧农膜加

工再利用中心。

据了解，兴堂塑材制品有限公司有

3

条聚乙烯农用地膜生产线， 年生产能力

3000

余吨， 有

2

条废弃农膜加工利用生

产线，年生产能力

8000

余吨。 在壶关县

政府引导下，公司开展“以旧换新”活动，

按照每

5.5

公斤废旧地膜兑换

1

公斤新

地膜（或者

1

公斤废旧地膜兑换

2

元现

金），交至回收网点，废旧地膜全部运送

到公司，进行加工生产再生颗粒，企业实

现地膜产业链的“产 、销 、 回 收 ” 闭 环

运营。

2023

年该县承接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试点项目， 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以

来，该企业“订单式”生产加厚高强度地

膜

1764

吨，销往长治市壶关县、襄垣等

9

个县，还销往阳泉市盂县、临汾市蒲县、

吕梁市方山县、晋城市陵川县等地，部分

地区采取了“谁生产、谁回收”的地膜生

产者责任延伸模式回收废旧地膜。

壶关县废旧农膜“以旧换新”回收利

用模式带动了周边县区废旧地膜回收利

用， 据统计，

2023

年该企业共计回收本

县及周边县区废旧地膜

1355

吨，滴灌带

2570

吨，大棚膜

2860

吨。

“从源头上抓好农膜回收，让回收工

作与企业效益挂钩， 不仅可以让农膜生

产企业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 还有助于

提升农民群众的环保意识， 实现回收与

农民无缝衔接。 ”山西省农业生态保护与

资源区划中心主任张靖波说。

由此， 废旧地膜回收及资源化利用

成为山西省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推手 ，

不仅有效治理了农用土壤和农村环境污

染，更使散落于田间地头的“白色垃圾”

变废为宝， 为山西农业的绿色发展和乡

村生态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李钰珏）

羽毛球在涨价。

球龄

4

年的如风是羽毛球运动的

忠实爱好者。 最近他发现，自己“越来

越打不起羽毛球”了。

7

月伊始，各大羽毛球厂家迎来新

一轮涨价。 截至

7

月

8

日，羽毛球厂家

中，尤尼克斯、亚狮龙、威肯、翎美 、威

克多、超牌 、狮鹏 、薰风等都已发布调

价公告，涨幅不小。

半年涨幅超

30%

� � � �

以“羽毛球三大厂”之一的尤尼克

斯为例，几乎每季度结算完成后，都会

伴随其产品的价格上涨。 其中，尤尼克

斯的主流高端型号

AS-05

羽毛球的价

格变动尤为明显。 几个月前，一桶羽毛

球的零售价还维持在

210

元，随后迅速

上涨至

225

元， 紧接着价格进一步飙

升，直达

275

元的新高度。

而如风用惯的威克多金黄三号，一

桶

12

个的羽毛球从去年

11

月的

71.1

元一桶，以每个季度涨价的节奏，一路

狂 飙 至

7

月 的

132

元 一 桶 ， 增 长

85.65%

。

“羽毛球是一种消耗品，基本上每

天都要消耗”， 他给自己算了笔账，晚

间两小时，一块场地平均每人

24

元，羽

毛球消耗

3

个。 不算不知道，他惊讶地

发现，“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只打羽毛

球，日均消费达到了

48

元”。 如果每天

都来球场，不包含球衣球鞋，单花在羽

毛球上的钱居然达到

1500

元。

另外一位羽毛球爱好者李艺林也

有同样的担忧。

2022

年初，他常用的羽

毛球价格在

99

元一桶， 现在已经涨至

140

元， 加上场地从人均

45

元涨至

60

元， 无奈他只能改用另一款价格较低

的羽毛球。

他不禁发出疑问，“羽毛球半年涨

幅超

30%

，究竟是哪一步的问题？ ”

几乎每一家羽毛球生产商都在调

价公告上写明了原因———原材料价格

上涨。

安徽省六安市的安徽华羽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是一家有

着从原材料加工到羽毛球制作全生产

线的工厂。 据该工厂负责人李洋 （化

名）介绍，目前羽毛球多以鸭毛或鹅毛

为主要材料，业内称为“毛片”。

2023

年

2

月，李洋所在的工厂发布

一条视频， 视频中对一款羽毛球的制

作成本进行了详细的披露：“

1

个羽毛

球有

16

根羽毛，以每桶

12

个、每根羽

毛成本约

6

分来算，

1

桶毛片成本在

11.5

元左右”， 在人工成本约为

10

元

的情况下， 当时

1

桶羽毛球成本在

29

元前后；而一年后的今天，这桶羽毛球

能卖到

40

元前后。

羽毛球涨价，涨就涨在毛片上。 作

为一家毛片加工厂的经理， 李洋对毛

片的价格了如指掌，“低档毛片的价格

翻了三倍， 中高档的毛片也至少翻了

两倍”。 涨价甚至不是实时跟进的，而

是跟股票一样 ，“不能说一天一个样 ，

但

5

天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为什么涨价？

“归根到底，是猪肉的问题”，长期

观察市场后李洋发现， 毛片价格其实

有迹可循。 毛片主要来自鸭鹅等养殖

业， 但养殖数量却会受到市场其他肉

类价格波动的影响， 其中猪肉是重要

因素。

那么猪肉如何影响鸭鹅养殖？李洋

解释道，“如果猪肉价格低于鸭肉或鹅

肉，民众更偏向买猪肉，养殖户养殖鸭

鹅的意愿就会下降”。

“就像之前非洲猪瘟导致猪肉价格

大幅上涨一样， 鸭鹅的价格会随着其他

肉类波动”，来自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信息

所的研究员刘增金研究发现，“猪肉价格

上涨会导致人们减少猪肉消费， 反过来

影响对鸭鹅的需求及大羽价格”。

2019

年， 中国生猪价格经历了显著

波动，一度涨至

33.53

元

/

公斤。 当年大

量鸭鹅进入市场，毛片价格经历惨跌。 李

洋还记得，那一年工厂亏了几百万元。 而

近年来，尽管生猪价格有所波动，但总体

比鸭鹅便宜， 养殖户们更愿意选择养殖

生猪。 原材料的羽毛供应少了，毛片价格

自然水涨船高。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反比例关系：猪

肉价格高于鸭肉，民众倾向买鸭肉，那么

鸭子杀得多，毛片变得便宜；猪肉价格低

于鸭肉，民众倾向买猪肉，那么鸭子杀得

少，毛片变得更贵。 其中，猪肉价格的小

幅波动也会带来衍生影响， 市场经过自

我调节，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

同时， 鸭鹅的季节性繁殖也是重要

原因。“大多数鹅从

3

—

5

月开始陆续进

入休产季节， 停止产蛋并进入换羽”，上

海市农业科学院畜牧所副研究员杨云周

发现，没有种蛋进入市场，鹅苗供应量就

会大幅减少， 也会导致后续出栏屠宰的

鹅减少，呈现一种季节性特征。

钱进了谁的口袋？

涨价浪潮之下， 涨的钱究竟进了谁

的口袋？

业内人士称， 目前羽毛球的盈利主

要在前端。 除去养殖户，毛片制作端是主

要盈利者，他们也被人称为“毛贩子”。 毛

贩子们从屠宰场收购原材料毛， 在加工

后分级售出。 正常情况下，从屠宰场收来

的羽毛需要经历清洗、晾晒、切割 、分级

等流程， 从一批货到出产毛片需要

3

个

月周期。 近一个季度过去，毛片的价格越

滚越高，直至达到峰值。

对于小型加工厂来说， 涨价不仅赚不

到钱，更容易面临缺货危机。记者在向一家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小型代工厂询问

时，被告知“鹅毛羽毛球只剩下

200

多件库

存”，至于什么时候恢复供应，厂家表示也

不清楚，“只能等毛片价格下来”。

中小型代工厂缺货， 与原材料制作

脱不了干系。 由于规模较小，中小型代工

厂往往直接购入毛片成品。“在市场狂热

的情况下，为了降低风险，大家就不愿意

采买高价毛片”，李洋表示 ，一旦价格再

次发生波动，“可能一辈子都砸进去了”。

这次涨价“大战 ”中，品牌羽毛球的

涨价幅度最为可观。 但作为羽毛球品牌

“川崎”的代工厂，在回顾过去几年时，李

洋并不认为工厂收入有明显增长。“体育

品牌更多是溢价”， 作为生产端的工厂，

在整条生产链中其实并不“沾光”。

也有人质疑 ，是否存在“奇货可居 ”

情况？ 刘增金认为，目前国内鸭鹅产能还

比较足，至少不比前两年低。 但高价下，

存在部分鸭鹅惜售和羽毛球囤货现象。

“说垄断谈不上，但这个行业是存在

寡头的”，李洋说。 市场输入越来越少、价

格越炒越高，综合因素叠加，造成了羽毛

球价格的狂飙。

归根到底， 羽毛球价格上涨的原因

还是供不应求。

2019

年以来，多所城市将

羽毛球纳入升学体育考试范畴， 羽毛球

的低门槛吸引越来越多人参与到这项运

动中。 一面是高歌猛进的原材料成本，另

一面是不断扩大的受众。 供需完全不匹

配的情况下， 也难怪羽毛球价格一路飙

升，直至网友调侃的“月薪两万，打不起

羽毛球了”。

“如果羽毛球一直都是这个价格，那

我可能真的要考虑换一种运动方式”，羽

毛球爱好者李艺林无奈地说。

（据《解放日报》）

猪肉价格何以影响羽毛球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