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皋市发改委公示

如皋市农贸市场
农产品平均价格一览表

2022年8月23日

序号 商品名称 公示价格 计价单位
1 鲜猪肉（带皮肋条） 24.13 元/500克
2 鲜猪肉（去骨后腿） 19.00 元/500克
3 鲜猪肉（精瘦肉） 21.25 元/500克
4 鸡蛋 5.48 元/500克
5 菠菜 7.25 元/500克
6 大白菜（黄芽菜） 2.13 元/500克
7 油菜（青菜） 7.75 元/500克
8 冬瓜 2.00 元/500克
9 萝卜 2.25 元/500克
10 生姜（老） 5.63 元/500克
11 茄子 4.25 元/500克
12 西芹 5.75 元/500克
13 苋菜 4.38 元/500克
14 黄瓜 5.88 元/500克
15 旱芹 5.50 元/500克
16 平菇 9.00 元/500克
17 蘑菇 10.13 元/500克
18 青椒（菜椒） 5.00 元/500克
19 薄皮青椒 5.38 元/500克
20 青蚕豆 3.25 元/500克
21 胡萝卜 2.88 元/500克
22 西红柿 4.38 元/500克
23 土豆 2.50 元/500克
24 尖椒 6.00 元/500克
25 圆白菜（卷心菜） 2.25 元/500克
26 莴笋 4.00 元/500克
27 豆角（豇豆） 6.38 元/500克
28 洋葱 2.13 元/500克
29 蒜苔 5.38 元/500克
30 花菜 4.38 元/500克
31 大蒜 6.75 元/500克
32 韭菜 4.00 元/500克
33 空心菜 3.25 元/500克
34 生菜 4.63 元/500克
35 丝瓜 3.75 元/500克
36 莲藕 5.25 元/500克
37 绿豆芽 1.55 元/500克
38 四季豆 9.00 元/500克
39 茼蒿 9.00 元/500克
40 南瓜 2.25 元/500克
41 毛豆 3.75 元/500克
42 蒜头 4.88 元/500克
43 黄豆芽 1.55 元/500克
44 芋艿 6.13 元/500克
45 西兰花 6.00 元/500克
46 水芹 4.00 元/500克
47 西葫芦 2.88 元/500克
48 山药 6.75 元/500克
49 豆苗 5.00 元/500克
50 茨菇 7.25 元/5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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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早上7点，在南门桥菜市场，一
家新开业的如皋生态黑猪肉专卖店吸引了
不少市民排队抢购。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该店如皋黑猪肉的销售均价在56元/公
斤，价格并不低。这里的黑猪肉究竟有什
么特别之处，能够让大家在炎热的天气，
还要来排队购买呢？

“本土黑猪肉的口感就是和普通的猪
肉不一样，既鲜嫩又紧实。”“生态养殖
的黑猪，脂肪含量比一般市场上的猪肉
低，很适合追求健康的人士吃。”“本土
黑猪肉自产自销，源头可追溯，买得放
心。”在居民们的话语中，记者找到了答
案。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
求越来越高，原生态、口感好、肉味
香、可溯源的黑猪肉成了许多消费者购
买时的首选。

如皋生态黑猪肉专卖店一开业就广受
消费者喜爱的背后，是我市多年来在培育
壮大如皋黑猪特色产业上下的苦功夫，从
选种育种到养殖、销售，我市探索出的

“品种改良、良种推广、生态种养、门店
直营”的如皋黑猪特色产业发展模式，让
如皋黑猪的知名度不断扩大。

选育良种 突出特色化

如皋生态黑猪肉专卖店的黑猪肉出自
我市张大生态养殖场，该养殖场位于九华
镇，养殖场的负责人叫张国华，该养殖场
是我市首批参与“如皋黑猪”品种改良试
验的养殖场之一，年屠宰销售量超3000
头。“我们这里的黑猪以东串猪为主，是
如皋本土特色品种。”张国华告诉记者，
随着消费需求的日益多元化，消费者对肉
质佳美的本土黑猪兴趣越来越浓，所以，
他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帮助下，养殖起
了如皋本土黑猪。

不仅是张大生态养殖场，近年来，我
市以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东串猪”保护为
抓手，以推动产业化发展为目标，通过试
验示范、模式创新、政策扶持等措施，吸
引了一批养殖场转型升级。“我们利用东
串猪、梅山、二花脸等地方品种开展杂交
组合试验，选育质量最优的品种，往商品
化的方向发展。”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
员、总畜牧兽医师陈慎说，当前，我市不
少养殖场都在养殖本土黑猪，存栏黑猪
50头以上养殖场户有16个，重点培育了

一批以张大生态养殖场、骏诚生态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欣成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等规模养殖场为重点的“如皋黑猪”养殖
示范基地，“如皋黑猪”逐渐形成了一定
的养殖规模、技术模式、品种优势和品牌
影响。

生态养殖 走出专业化

在张大生态养殖场周围，有50多亩
地种着鱼腥草、空心菜等植物，这些植物
就是青绿饲料，是养殖黑猪的“生态关键
招”。“黑猪的主粮是用玉米、麸皮、豆饼
等配制的混合料，同时饲喂部分青绿饲
料，既能给黑猪减脂也能减少抗生素的使
用，保持黑猪的生态健康。”张国华介绍道。

用青绿饲料喂食已成为我市黑猪养殖
的妙招，在我市骏诚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附近，记者也看到了大片的菜地。

“喂青绿饲料能让猪的生长速度慢下来，
提高猪肉的品质。”公司负责人章忠说，
喂养了青绿饲料的猪肉吃起来瘦而不柴、
肥而不腻，有儿时吃过的草猪肉的口感，
很受市场欢迎。

在黑猪养殖过程中，我市还突出循环
利用的理念。“用猪粪浇灌田地，种植玉
米，再用玉米制作饲料喂养生猪。猪粪还
可以养殖蚯蚓，蚯蚓中的蚓激酶有益于植
物根系的生长……”章忠告诉记者，这样
的方式让他的黑猪养殖过程既减少污染又
降本增效。

据了解，在市农业农村局的专业指

导下，当前我大部分黑猪养殖场已经形
成了“生猪粪污——青绿饲料种植——
饲喂生猪”的外部循环模式和“自繁自
养——前期精饲——后期粗粮”的内部
养殖模式，生猪质量稳步提升，销量也
越来越好。

自养自销 奔向规模化

“第一天有这么多客户，其实出乎了
我的预料。”张国华笑着说，在如皋市区
人流量大的市场开设一家门店，是他计划
了很久的事情，选址也斟酌了很久。不少市
民告诉记者，平时爱吃黑猪肉，就是很难买
到正宗的，这家店让他们有了新选择。

张国华的这家店，并不是我市首家如
皋黑猪肉销售店铺。上周，阳光花苑小区
门口就已开设了一家，该肉铺由骏诚生态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经营，同样也
采取的是自养自销的模式。“自养自销、
开设门店，是在我的引导、推动、培育下
一步步成型的。”陈慎说，这也是他在特
色产业发展模式中作出的积极探索。

近年来，我市一直坚持突出以市场为
导向、以质量为保障，发展优质高效高端
的如皋黑猪特色产业。下一步，我市将进
一步推进“如皋黑猪”产业化进程，在体
量扩增、品质把控、延伸产业链和品牌打
造上再下功夫，将“如皋黑猪”打造成有
影响力的如皋农业特色品牌。

□融媒体记者许周欣
通 讯 员周昌龙 刘金宁

精心选育良种、生态循环种养、源头门店直营——

我市全力打好“如皋黑猪”特色牌

【上接A1版】“您好，请出示健康码
和行程码。”“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大约
500米右转，有一个公共卫生间。”“商场
二楼有母婴室，您可以到里面歇一下。”

“阿姨，这是送到村里站点的快递，我顺
便给您送过来。”……在车站、景区、商
场、乡村小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穿
梭在大街小巷，用遍布城市旮旮旯旯、贴
心周到的志愿服务，让群众生活的幸福指
数逐渐攀升。当前，如皋在江海志愿者服
务平台注册志愿者有36万名，这些身着
红色马甲、红色帽子的身影，是城市中最
靓丽的风景。

与36万名志愿者相匹配的，是1200
个“有志在皋”志愿服务点。

“天气太热了，好在路边的‘有志在
皋’志愿服务点为我们提供了歇脚的地
方。”喝上一口水，刚完成道路保洁作
业、在志愿服务点内休息的环卫工人蒋文
忠笑着告诉记者。我市打造的“有志在
皋”志愿服务点，已成为最受市民欢迎的
休闲放松场所之一。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
里”。今年来，我市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点阵地和沿街岗亭、爱心商
户等便民场所，在遵循江海志愿服务驿站
标准化要求的基础上建设各具特色的“有
志在皋”志愿服务站、点、角体系，在全
市推动形成“10分钟志愿服务圈”，让志
愿服务“触手可及”。

全民共建逐梦文明新城

一个个个体的“小文明”，才能形成一
座城的“文明之风”。

行走在街头，机动车自觉礼让“斑马
线”、文明养犬、“一盔一带”……正逐渐成
为城市居民骨子里的生活习惯；行走在乡
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民们或趁着傍晚
的凉风三三两两在河边散步，或在村（社
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看书，和谐向上
蔚然成风。文明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
分，当文明融入居民日常，就能催生一座有
着崭新内涵的文明之城。

文明新风扑面而来的背后，是有力有
效的各项举措。随处可见的公益广告、景

观小品与城市美景相融，让市民“抬头就
见文明”；简约简单不失仪式感的集体婚
礼，向年轻一代倡导文明婚嫁新风；集思
广益合理制定的村规民约，真正实现村民
自治，“约”出乡风文明好景象；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理论宣讲和“微”宣讲，
走进千家万户，让精神文明建设真正落地
生根……共建才能实现共享，激发全民参
与热情，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共同描绘出文
明典范城市创建的美好底色。

一座文明之城，一座幸福之城。以文
明塑形铸魂，让城市向美而生，一个形象
佳、气质好、宜居宜业、生机勃勃的如皋
正款款走来。

□融媒体记者许周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