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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首府新篇章55

当前，呼和浩特奶业发展态势良
好，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理念引领
下，智慧管理、低碳管理、新能源技术等
不断应用于乳业生产实践，正着力培育
打造出一批“零碳工厂”“零碳产品”。

走进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牛舍记
者看到，奶牛躺在舒适的卧床上“打着
盹儿”，卧床通道里不见粪污堆积，空气
中弥漫着奶牛饲料的清香。据工作人
员介绍 ，敕勒川牧场作为生态牧场，在
粪污处理方面非常重视，奶牛产生的粪
便通过CTB智能好氧发酵垫料一体化
装备系统集中处理进行干湿分离后，通
过好氧发酵，有效控制整个粪污的一些
有害物质，分离产出的沼渣可用来做牧

场奶牛卧床的垫料，同时分离产出的沼
液通过肥料标准检测后在牧场配套的
1万多亩饲草种植基地里进行还田，不
仅避免化肥以及农药的使用，同时达到
土地有机循环的效果。

近年来，“绿色”成为国内奶业发
展的鲜明底色，而低碳也成为奶业高
质量发展进程中颇受关注的领域。8月
4 日—7日，主题为“创新合作、绿色低
碳，推动世界奶业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奶业大会将在呼和浩特市举办，大会在
展示呼和浩特市这个“中国乳都”乳业
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在展示中国乳企在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2022 年，伊利推进多家牧场进行

光伏项目建设，充分利用牧场牛舍棚顶
和牧场空置场地，在牧场牛舍棚顶屋面
上 铺 设 光 伏 元 件 ，装 机 容 量 约
23.88MW，建成后，牧场的综合能耗发
电量能够解决牧场 40%的发电量。将
牧场粪污变废为宝，实现牧场内部生态
循环。同年，优然牧业沼气利用量同比
增长 2.42 倍，相当于减少外购电力
578.12万度，减少温室气体 3358.87吨;
引入太阳能及空气源热泵、采用电动车
等设备，打造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智能牧场”。
2022年10月，呼和浩特国家骨干冷

链物流基地获得批复，落户伊利现代智
慧健康谷。以低碳环保为理念，伊利从

建筑设计、能源利用、生产工艺、物流仓
储等诸多方面采用低碳环保工艺，尤其
在配送和储存运营的减碳方面，针对乳
制品对存储温度较为敏感这一特点，对
各环节温度进行了精准把控，以确保不
同乳制品在存储阶段的安全性和低碳
性，实现各环节绿色可持续，深度融入国
家“通道+枢纽+网络”现代物流运行体
系，优化物流布局，助力低碳物流发展。

“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
展”，呼和浩特奶业发展在全面进入新
发展阶段的同时，正在通过科技创新、
转型升级、优化结构等方式推进高质量
发展。现代化、机械化已经基本实现，
绿色化、数智化成为新的风向标。

走进位于土默特左旗的伊利现代
智慧健康谷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园，“科
技感”扑面而来。透过玻璃，壮观的生
产场景映入眼帘。2小时牧场奶源直
达工厂、全程 4℃冷链运输、新鲜牛乳
配料成粉……在奶粉全球智造标杆基
地，一袋袋奶粉正经过一条条无菌设
备线包装出厂。该基地年产能达 6万
吨，可保障128万婴幼儿每年的口粮供
应。

在工厂的另一端，液态奶全球智
造标杆基地里，牛奶正在经过分离、均
质、膜过滤和超高温灭菌等核心工艺
的预处理，再通过管路输送至灌装车
间。32条液态奶自动化生产线，大幅

提高了生产效率，规划日处理鲜奶能
力达到 6500吨，可保障千万级人口城
市的日饮奶需求。

近年来，呼和浩特坚持把奶业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头号产业”，而科技
创新成为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
托。

“在牧场端，我们通过对牧场的智
慧化、精确化管理，实现从奶牛的精准
饲喂、自动化挤奶到原奶运输等各个
环节的把控；在工厂端，可全面掌控收
奶流程的数字化管理、工厂全局作业
状态和质量检测指标及质量追溯信息
等各类关键生产经营信息；在物流端，
从产品出库到终点上架全程实施数字

化管控。”在智控中心，伊利集团工作
人员介绍，通过信息化系统构建的数
字化工厂，可以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进行监测、分析、把控，借助大数据平
台实现对全产业链的精准化管理。

以全球领先标准锻造高品质乳产
品，是呼和浩特推进奶业发展的初
心。去年，呼和浩特全面启动实施了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牛中国乳业
产业园两大千亿级“产城融合”项目。
随着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液奶、奶粉、
智造体验中心，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
5G数字工厂低温奶、鲜奶、奶酪等项目
竣工投产，呼和浩特市日处理鲜奶能
力可达到1.4万吨。

位于呼和浩特市敕勒川乳业开发
区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总部基地
将投入使用，该中心构建了覆盖乳业
全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服务网络，建设
奶牛繁育与养殖技术、营养与健康、乳
品工艺技术与装备、乳品安全与品质4
个研究中心，以及乳业知识产权、乳业
标准化、乳业专业孵化 3个服务平台。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
心，这里汇聚了 9位院士、80多位行业
专家，吸纳了 58家高校科研机构和企
事业单位，打造空间布局合理、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乳业科技创新中枢，突破
行业关键技术瓶颈，为全市乃至全区
乳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草业被誉为
“奶业第一车间”。紫花苜蓿作为“牧
草之王”，含有丰富的粗蛋白，是奶牛
的重要营养来源。在位于大青山脚下
的内蒙古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实验室
里，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羊草、紫花苜蓿
等重要草种的收集、筛选工作。

除了育好草种，还要育好牛种。
在和林格尔新区，赛科星家畜种业与
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每
天都在进行奶牛干细胞基因编辑生
物育种关键技术的研究。目前，赛科
星已建成世界领先的奶牛核心育种
场，年产高产奶牛性控胚胎 5万枚，全
市奶牛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同
时，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也将发挥

全国唯一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
科技赋能作用，提高育种创新和良种
繁育能力，把呼和浩特市建设成为国
家奶牛繁育基地，让呼和浩特的牛真
正“牛”起来。

在和林格尔县盛乐镇台基营村
3000亩优质紫花苜蓿种植基地，大型
机械已经开始在田地里松土、施肥、
浇水。

种好草，扩大优质饲草种植面积，
提升优质饲草自给率，是奶业发展的重
要保障。去年，呼和浩特市优质饲草种
植面积达到 130万亩；今年，我市在饲
草种植方面，将新增优质紫花苜蓿种植
6万亩，依托正时农业和现代牧业，分
别在土左旗伊利生态廊道、和林格尔县

台基营村各打造一个 1万亩的紫花苜
蓿种植观光基地。今年，全市紫花苜蓿
种植达到17万亩，青贮玉米种植110万
亩，燕麦草18万亩，饲草总面积将达到
145万亩以上。

“奶牛喝的水要达到居民饮用水
标准，吃的营养品也要安全。奶牛容
易得脂肪肝，要给它们补充胆碱；保
护蹄子健康，要在饲喂时添加有机
锌、有机铜、有机锰等微量元素。这
些营养素都是长期科学研究的结果，
既安全又有效。”伊利原奶质量技术
负责人韩吉雨对怎么科学饲养奶牛
再熟悉不过。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动
奶牛规模化养殖，通过引进优质奶牛
品种、建立奶源质量追溯体系、提高

现代化管理水平等措施，保障牛奶产
量与质量。

着重打造“育好种、种好草、养好
牛、产好奶、建好链”的全产业链条，
呼和浩特依托在地龙头企业，带动上
下游牧草、饲料、育种、兽药、乳品检
测、食品包装、工业旅游等全产业链发
展。2022年乳业全产业链营业收入突
破 2200 亿元。通过产业驱动全链发
展、数字赋能智慧城市、绿色引领产城
融合，推进乳业全产业链转型升级。
呼和浩特将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智能
制造样板基地、世界一流的工业智慧
旅游示范区、世界一流的食品产业研
发中心、世界一流的奶业大数据中心、
世界一流的奶业物流中心。

科技加持 助力打造“中国乳都”升级版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链力”十足

绿色低碳 推动奶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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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地处祖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是连接黄河经济带、亚欧大陆桥、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

桥梁，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城市，位于国际公认的北纬40°黄金奶源带，全国人民每喝6杯牛

奶就有1杯来自内蒙古。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利优势，早在2005年，呼和浩特就荣获了“中国乳

都”的称号。通过近20年的接续奋斗，呼和浩特市奶业取得了跨越式、突破性的发展成绩。去年底，呼和浩特市奶牛存

栏达到34万头，牛奶产量超过180万吨，奶业全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2200亿元，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获批全国唯一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伊利、蒙牛两大本地乳企分别位居全球乳企第5位、第7位。优然牧业、现代

牧业、利乐、蒙草、赛科星、正时农业等一大批企业成长集聚。如今，呼和浩特奶业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在往“中国奶罐”中装入更多好奶，“中国乳都”也正在向“世界乳业科技之都”加快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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