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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纾困”行动

助力合作牧场可持续发展
从去年的贺兰山下到今年的渤海

之滨，从浩瀚无垠的西北大漠，到阡陌
纵横的华北平原，蒙牛始终心系合作
伙伴，与他们共生共赢共成长。进入
2023年，中国奶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挑战，如何助力牧场合作伙伴降本增
效，实现奶业可持续发展，乳业“国家
队”蒙牛集团责无旁贷。

为此，蒙牛集团启动了“五大纾
困”行动，通过“技术服务、采购降本、
金融支持、政策帮扶、党建共建”等一
揽子政策措施，千方百计助牧场纾
困。其中“技术纾困服务”旨在通过现
场技术服务的形式，帮助牧场实现数
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的管理
升级，赋能现代奶业生产，缓解牧场当
前“急难愁盼”问题，提升牧场综合运
营能力，有效助力奶产业链伙伴稳定
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正如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李胜利在评估现场所言，作为
一家大型乳企，从收奶变成服务于奶
农，重视科技，与奶牛体系合作，关注
制约奶牛养殖业的精准营养、数字化
牛场建设、健康养殖以及优质奶源等
关键科技问题，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安
全放心的奶制品，对我国奶源优势区
域奶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奶业振兴起
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而在当前奶业形
势下，蒙牛集团又提出了“技术纾困行
动”，体现了大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
当。

本次“数字奶牛金钥匙”活动，来
自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们，
分别奔赴滦南县军海畜牧养殖场、行
唐县林华牧场进行现场专业评估与技
术交流，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数据采
集”分析与现场“问诊把脉”相结合的
技术服务方式，围绕牧场的奶厅管理、
营养管理、繁育管理、兽医保健、日粮
管理、粪污处理等方面，针对牧场存在
的相关问题给出了指导性方案和建设
性意见。

滦南县军海畜牧养殖场是滦南区
域标准化示范牧场，十几年来，不断
转型，从最初的散收挤奶点逐步成为
现代化智能示范牧场，现在牧场奶牛
存栏 1700 头，泌乳牛 764 头，日产奶
量 29吨。但近年来，牧场的发展遇到
了不小的挑战，提质增效迫在眉睫，
这也是蒙牛把此次“奶牛金钥匙”活
动安排在这里的原因，希望借助本次

“数字奶牛金钥匙”的契机，让阻碍牧
场发展的问题得到改善，在技术帮扶
的同时能让牧场找到未来经营的新
思路和新方法。

“把脉问诊”
为牧场牛人“传经送宝”

“犊牛经常腹泻怎么办？干奶牛

粪便干燥异常；日粮配方有无优化的
空间？新产牛子宫炎发病率上升”。
面对一道道牧场工作人员的问题，专
家们给出了产生原因和解决之道。在
评估现场，军海畜牧养殖场的负责人
李庆新一直跟随在专家们身旁，边听
边仔细记录着专家们提出的整改建
议，他告诉记者，“原以为做得还不错，
经过专家们的指导，发现有很多细节
需要提升，在当下牧场经营较为艰难
的时刻，抓细节，提高管理水平，也是
降本增效的好方法，好途径，专家们能
走进牧场‘传经送宝’，对牧场未来发
展至关重要。”

在行唐县林华牧场的评估现场，
牧场负责人谷琳华也深有感触，“困扰
牧场生产的难题得到有效解决，这就
是蒙牛技术纾困行动带给牧场实实在
在的帮助。今年，牧场启动了全新的
挤奶设备和自动化管理系统，已经实
现了奶量自动计量，体重、发情自动监
测等技术，相信在政府、乳企、专家等
多方帮助下，牧场发展一定会越来越
好。”

不走形式，不走过场，紧贴生产，
更接地气。正如蒙牛集团奶源事业部
总经理程晓飞所说，本次“奶牛金钥
匙”活动就是要切切实实地为牧场解
决“急难愁盼”的问题，提升牧场运营
技术能力。因此，活动开始前两三天
就有体系专家进驻牧场评估，提前调
研分析，找问题、查细节、看数据；被评
估牧场则提前自查自纠，列出一系列困
扰生产的问题。在“奶牛金钥匙”培训
当天，专家团队所到之处都有牧场工作
人员紧紧跟随，他们边走边听，一边记
录一边和专家交流。同时，专家团队则
对牧场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放过，仔
细观察分析和讲解。在牛舍，李胜利老
师用膝盖测试卧床的舒适度，在草料库
咀嚼燕麦草，感受营养成分；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所朱化彬研究员
就后备牛的饲喂管理及疾病预防，现场
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与改进方式；
草业专家杨茁萌老师对军海畜牧养殖
场的青贮窖提出了整改意见；蒙牛奶源
质量技术中心牧场设备高级工程师刘
天毓则拧开储奶罐的每一个阀门，检查
是否有残留奶垢……

“‘奶牛金钥匙’专家们走进牧场给
我们‘传经送宝’，对牧场未来的发展至
关重要，智能化设备，数字化技术，帮助
牧场全新升级，全面数据分析细化了具
体的指标，能让我们有针对性的管理，
不仅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更加保证了
牛奶的品质安全。”谷琳华说。

此次活动不仅让牧场主们受益，
也让在场学习的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后
解彪觉得收获满满。“科研的意义在于
指导生产实践，生产实践中发现的问
题可以反馈给科研，这次到牧场的学
习实践，就是对我所学理论的一次重
要补充。”

活动过程中，蒙牛集团奶源事业

部华北大区技术服务经理任奎也有新
的体会。“今年的‘奶牛金钥匙’活动与
往年不同，我们更聚焦牧场的困难需
要，前期做了大量工作，才得以保障此
次活动举办的更有意义。作为技术人
员，通过‘奶牛金钥匙’活动，也在不断
加强认识，提高服务，针对此次发现的
问题，活动后也会出具相关调整方案，
协助牧场做好技术提升，助力牧场实
现降本增效。”

李胜利对参评牧场给予了高度评
价，他表示，在劳动力成本、饲料成本
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牧场管理数字化、
信息化转型升级无疑是实现降本增效
的重要手段，蒙牛的技术纾困行动，对
合作牧场的稳定经营和未来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帮助很大，值得大力推行！

本次“奶牛金钥匙”活动采取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专家运用先进
的技术和专业的知识对林华牧场进行
系统的、全方位的评估诊断。专家组
针对挤奶厅，奶牛健康管理，繁殖管
理，犊牛后备牛管理，泌乳牛管理，福
利舒适度管理，TMR 筛、粪便筛分，
TMR装备及调制管理，粗饲料以及日
粮配方等分别做了初步的评估报告。

报告指出，1—3月份犊牛累计死
亡率 20%，均在 15 日龄死亡，其中
90%为呼吸道疾病，国家奶牛产业技
术体系顾问肖定汉通过实地考察，初
步判断原因为冬季犊牛舍通风较差，
氨气浓度较高，从而容易引发传染性
呼吸道疾病。酮病主要发生在成年母
牛，发病时期主要集中在产后13天、20
天。而针对牧场繁殖管理方面存在头
胎新产牛受胎率、孕检怀孕率低；大通
铺新产牛与病牛混养，容易交叉感染；
接产存在摸胎现象，容易导致宫腔感
染等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员赵善江建议，加强发情观
察，及时发现发情和返情牛只，提高受
胎率和孕检怀孕率；增加卧床；禁止接
产宫内摸胎等。与会的10位专家逐一
在报告会上就各自发现的问题，进行
了简短地分析与交流，为牧场的进一
步发展提出了全方面的可行性建议。

“数字奶牛金钥匙”
助力河北奶业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奶牛金钥匙”技术示范专
题报告会议上，专家们就当前中国奶
牛养殖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深入
交流和探讨，滦南县县长侯新宏、国家
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胜
利、蒙牛集团奶源事业部质量技术中
心总经理贺永强、蒙牛集团奶源事业
部华北大区总经理胡中凯分别致辞，
专家们还向参会人员分享了最新的国
内外奶业行业分析文献。

侯新宏表示，滦南是农业大县，奶
业基础坚实，奶牛存量12.2万头，牛奶
产量 54.5万吨，养殖总量和牛奶产量
居河北省首位，是“中国奶牛之乡”“全
国牛奶生产强县”。2019年，滦南启动

实施“奶业振兴”计划，与中科院北京
分院达成全面合作，按照做全产业链、
做优奶品、做强奶企的思路，推动饲草
种植、奶牛养殖、奶企扩能全方位提
升，实现了产业强、农民富。自2004年
落 户 滦 南 以 来 ，蒙 牛 累 计 收 奶 量
286.96万吨、发放奶款 91.09亿元、纳
税5.43亿元，为滦南奶农创造了收入，
为县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
次蒙牛承办的“奶牛金钥匙”技术示范
培训，既是一次技术纾困，又是全面把
脉问诊，对解决奶业产业链上游困难、
推动奶源降本增效具有重要意义，必
将为滦南县奶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
活力，实现多方共赢。

截至目前，河北省奶牛存栏达到
148万头，生鲜乳产量达到 547万吨，
由全国第三位升为第二位，增速全国
第一；奶牛场规模化率全国第一，奶牛
生产性能测定数量全国第一。河北乳
品品质品牌持续提升，生鲜乳抽检合
格率连年 100%。河北是名副其实的
奶业大省，也是全国重要的乳制品生
产基地。河北把奶业列为农业主导产
业，启动了千亿级奶业工程，预计到
2025年，河北省奶业全产业链产值将
突破千亿元，成为河北最具竞争力的
优势产业之一。河北省也是蒙牛集团
重点战略布局区域之一，蒙牛集团奶
源事业部华北大区总经理胡中凯在致
辞中表示，蒙牛将积极推动建设一批
现代化牧场，打造百个千头牧场，助力
河北省千亿级奶业工程，全面实现奶
业高质量发展。金钥匙蒙牛专场中有
8期在华北举办，技术示范牧场平均单
产提升 5公斤，奶牛终身产奶量提升
4.5吨，1座 3000头牧场每年可实现增
收1000多万元。

李胜利在致辞中表示，“奶牛金钥
匙”技术示范活动已坚持 14年，举办
136期，培训近 3万名奶业管理与技术
人员，助力牧场提升单产、改善牛奶质
量，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成为国内
外知名的奶业科技支撑产业发展的平
台和培训品牌。14年来，“奶牛金钥
匙”技术服务于实践，在奶业先进技术
的示范与推广过程中，积极创新“奶牛
金钥匙”的内容和形式，从 1.0版到 2.0
版，让先进的养殖技术不断在牧场落
地生根。从去年开始，“奶牛金钥匙”
又站在引领智慧牧场发展角度，倾力
聚焦、整合打造“数字奶牛金钥匙”。
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针对奶牛的繁育、营养、疫病控制、挤
奶等生产环节，采集并分析牛只个体
指标数据，深入挖掘生产潜力，实现奶
牛养殖的科学化、精准化与高效率。
今后在每一期“数字奶牛金钥匙”的实
施过程中，都会将背景数据分析、现场
数据采集与智能数据采集有机结合，
让奶牛场每一个维度的诊断处方、评
估报告数字化，诊断评估量化更精准，
建议处方更有效，这也会不断推动智
能化设备在牧场的广泛应用。

蒙牛集团奶源事业部质量技
术中心总经理贺永强做总结性发
言。贺永强表示，近年来中国奶
业发展迅速，牧场集约化程度越
来越高，伴随着奶牛养殖理念以
及管理技术的提升，智能化设备
早已快速融入到奶牛牧场实际生
产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面对新时代下的新挑战，以
智能化、数字化为代表的新技术
是支撑行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

的重要手段，而数字化牛场也将
颠覆传统的养殖模式，推动合作
牧场向数字化、智慧化发展一直
是蒙牛技术帮扶的重要措施。为
此，蒙牛集团多措并举，攻坚克
难，通过打造专业度高、产业覆盖
广的数字化团队，构建了从育种、
草业饲料、奶牛养殖为中心的全
产业链数字化平台，数字化赋能
产业链合作伙伴，实现产业链各
方高效协同的发展模式。

在专题报告会上，国家奶牛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胜利等
行业实战专家介绍了当前奶业发
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新形势
下牧场技术纾困的策略进行了分
享。

李胜利作了题为《当前国内外
奶业形势分析》的专题报告，李胜

利基于世界宏观经济形势、国内外
奶业形势对未来奶业的发展趋势
进行了预判，并就如何应对目前奶
业困境给出了政策建议和技术建
议。

他认为，中国奶业仍然是朝
阳行业，政府高度关注，遇到的问
题还需要自己解决。应对目前原
奶过剩，他建议一是稳收奶、稳奶
价；二是加大产业扶持；三是拓渠
道，加快推进奶农办加工试点；四
是加大公益宣传力度，推动乳制
品消费；五是加强技术指导与服
务。

对于应对目前奶业困境的技术
建议，他认为首先要做好以下几点：
1、加强降低饲料成本的综合技术措
施；2、保证优质粗饲料的本土化供
给能力；3、不断提高全株玉米青贮
的质量；4、加大青贮玉米的使用量；
5、中后期奶牛使用部分秸秆；6、推
广低蛋白日粮配方；7、后备、干奶牛
配方增加NPN、粗饲料用量。

现代牧业总营养师赵勐分享
了题为《新形势下牧场技术纾困
的策略》的专题报告，中国农业科
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朱化彬分享了题为《当前奶业形
势下牧场繁殖工作要点》的专题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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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华牧场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建于2009年，设计奶牛
存栏1000头，现存栏886头，泌乳牛449头，日产鲜奶15.5吨。2023
年引进48位快速挤奶设备和自动化管理系统，实现奶量自动计量，
体重、发情自动监测，朝着数字化、精细化管理迈进。

军海牧场位于滦南县，建于2019年，设计奶牛存栏3000头，现存
栏 1700头，泌乳牛 764头，日产奶量 29吨。军海牧场在整个河北省
153个牧场中是特仑苏奶源重要供应基地，是优秀合作牧场，牧场秉
持质量效率优先的原则，努力扩大经营规模，调整生产结构，力争到
2024年底，奶牛存栏达到3000头，生鲜乳年产量达到125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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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报告与结业证书颁发交接仪式

▲李胜利（左）、贺永强（右）与军海牧场负责人交接专场报告

▲颁发结业证书

■■朱化彬研究员讲解后备牛饲养管理和疾病预防朱化彬研究员讲解后备牛饲养管理和疾病预防■■李胜利教授现场检查李胜利教授现场检查TMRTMR日粮日粮 ■■杨茁萌教授讲解干草的营养含量杨茁萌教授讲解干草的营养含量 ■■刘天毓检查储奶罐阀门是否有残留奶垢刘天毓检查储奶罐阀门是否有残留奶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