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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为伴金融为伴 在奶业振兴路上实现领跑在奶业振兴路上实现领跑

重庆奶业发展需迈过重庆奶业发展需迈过““三道坎三道坎””
上个月，第十四届中国奶业大会在重庆举行，会议发布了《中国奶业质量报告（2023）》，公布去年全国奶类产量首次突破4000万吨大关，位居全球第四。

和全国相比，并非奶业主产区的重庆，数据上有些“相形见绌”：去年，重庆奶牛存栏0.66万头，牛奶产量3.19万吨，全市共有247家奶牛养殖场（户），存栏100头以上的奶牛

规模养殖场仅9家，养殖了全市82%的奶牛。在去年本土乳企生产的近26万吨乳制品中，绝大多数原料奶来自市外奶源。与此同时，在奶业消费端，去年重庆乳制品消费量为

55万吨，人均消费量仅在17公斤左右，不到全国人均水平的1/2。

以上数据表明，重庆奶业规模化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奶类消费蕴含巨大增长潜力。重庆如何发展壮大奶牛养殖产业，满足市民消费？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苏畅

入伏之后，天友云阳奶源基地林久
牧场负责人宁波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开风扇。

吹风扇的并不是他，而是他的 300
多个“牛丫头”——在云阳县盘龙街道石
狮村的奶牛养殖场，宁波养殖了 300多
头母牛。每当夏季来临，奶牛的防暑降
温便成了他的头等大事。

记者在采访调查中发现，制约重庆
奶牛规模化养殖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
高温高湿的气候，二是饲料成本居高不
下，三是管理难度较大。重庆奶业的发
展必须迈过这“三道坎”。

风扇淋浴齐上阵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八月初的一个早上，宁波从家中出

发赶往牧场。“风扇开了吗？”前往养殖场
的路上，他打电话向工作人员询问，得到
肯定的答复后才放下心来。

“以前牛舍没有安装风扇，奶牛的产
奶量几乎只有预期的一半！”宁波介绍。

2014年，宁波的牧场正式投产，但效
益并不好，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气温。宁
波告诉记者，夏季气温高，奶牛没有食
欲，吃的东西少，产奶量自然就低。

这些情况，宁波在建设牧场时已有
考虑。他将牧场选址在海拔800米的山
上，就是为了给牛群找一片避暑地。然
而，当酷暑来临，奶牛还是招架不住，绝
大部分都出现了热应激症状。一年下
来，一头母牛的平均日产量只有18公斤
牛奶，约为正常水平的70%。

思来想去，宁波决定在牛舍内安装
风扇，降低环境温度。

说干就干，第二年宁波便在牛舍内
安装了近 30把工业风扇。为了让奶牛
更凉快，养殖场内的工作人员每天还会
为它们洗三次澡。这一年的夏天，奶牛
出现热应激的症状有所缓解，母牛的日
单产量突破了20公斤。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宁波将牛舍的
风扇数量又增加了一倍，同时还安装了
喷淋系统，奶牛在进食或休息时，上方的
喷头会定时喷淋，通过“风扇+喷淋”联动
控制，大大降低了奶牛的热应激反应，目

前奶牛的日单产量已达到30公斤。
市农业农村委畜牧处处长向品居介

绍，目前重庆9家奶牛规模养殖场均采用
风扇喷淋方式等防暑降温措施，基本保
证了夏天奶牛奶产量不降低。

寻找“替代品”降低饲料成本
风扇喷淋的降暑方式，是否会大幅

增加奶牛的养殖成本？
“不会！”天友长寿奶源基地蒙润牧

场负责人张明钢斩钉截铁地答道。张明
钢在长寿区石堰镇大塘村养殖了350头
奶牛，他告诉记者，风扇和喷淋系统仅在
每年的7—9月才会长时间使用，算下来
3个月费用还不到8万元，仅是平时的一
倍左右。

和水电费相比，真正的“大头”是“伙
食费”。张明钢的350头奶牛，每天要吃
掉1吨苜蓿草、3吨燕麦草、5吨青贮饲料
以及2吨精细饲料，其中苜蓿草是从欧美
进口，价格为 3000—4000元/吨，燕麦草
和精细饲料从其他省市引进，价格分别
为 1800—2000 元/吨和 3300—3900 元/
吨，青贮饲料在重庆本地收购，价格为
700元/吨。一年下来，该养殖场的饲料
成本达600多万元。

2019年初，张明钢到吉林长春学习
养殖经验，他发现当地的养殖场种植了
皇竹草作为奶牛的草料，能省下一大笔
草料费。

回到长寿后，张明钢流转了 100多
亩土地，并委托农业公司全程种植、收割
皇竹草。2个月后，第一批皇竹草迎来收
割，用于代替部分燕麦草作为奶牛的草
饲料。

“基地皇竹草年产量在400吨左右，
而一吨皇竹草的生产成本为 240元，算
上 800元/亩的土地流转费，总成本仅为
17万余元，而400吨燕麦草最少需要72
万元。”2020年，张明钢将皇竹草的种植
规模扩大至300亩，每年能省下140多万
元的草料费。

除蒙润牧场外，重庆其他规模奶牛
养殖场也在探索“奶牛+草饲料”的种养
结合模式，例如垫江县爱牧奶牛场种植
了 120亩皇竹草，天友黔江白石牧场种
植了 400亩青贮玉米，均大大降低了养

殖成本。

智能化助力管理更精细
奶牛养殖规模的扩大，势必需要更

加精细化的管理为每头奶牛保驾护航，
而这，离不开庞大的数据作支撑。

2012年底，位于巴南区圣灯山镇大
沟村的光大乳业集团巴南核心牧场建成
投产，奶牛养殖规模达2100余头。那时
候，牧场生产副场长喻丛松每天需要收
集奶牛的产奶数据，对处在不同泌乳期
的奶牛进行分群管理。

“以前，这些数据需要员工抄录到电
脑上，要半个月才能完成整个牛群的数
据统计，效率不高！”喻丛松说。2014年，
牧场完善了奶牛电子耳标识别系统。在
母牛产下小牛后，牧场工作人员会在牛
耳上植入一块芯片，让每头奶牛有了“电
子身份证”。

“这张‘身份证’，能让我们在挤奶环节
实时监测、分析奶牛的泌乳量、泌乳速度、
泌乳质量等数据信息，对不同产奶阶段的
奶牛及时分群，配置合理的饲料量，提高生
产性能、降低饲料成本。”喻丛松说。

在天友黔江白石牧场，950头奶牛佩
戴了“无线项圈”，可全天候监控奶牛的
健康状况。

“传统的奶牛养殖，主要依靠饲养员
的肉眼观察与经验来判断奶牛健康状
况，很难做到精准监控。”天友牧业牧管
科科长李尚淞介绍，“无线项圈”能监测
奶牛的运动步数、呼吸频率、反刍次数和
采食量等数据，管理人员根据这些数据
可以对奶牛的健康、应激、营养以及饲喂
等状况进行监测，并采取相应措施。

声音
重庆奶业发展应“节流开源”

——访重庆市奶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清安

重庆奶业发展主要分为奶牛养殖和乳
制品消费两个方面。在奶牛养殖产业上，重
庆奶牛养殖体量小，在乳制品消费方面，重
庆乳制品消费总量低，人均消费量少。

未来重庆奶业如何更好发展，满足
市民消费？记者近日专访了重庆市奶业
协会副秘书长曹清安。

记者：重庆适合养奶牛吗？为什么
要发展好本土奶牛养殖产业？

曹清安：重庆高温高湿的气候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奶牛生长，但随着养殖
技术的提升，奶牛在夏季出现热应激反
应的情况明显减少。

奶业要发展，奶源是基础。虽然重
庆并非奶业主产区，但牛奶作为居民膳
食营养的主要来源之一，优质、近距离的
奶源直接影响乳制品的品质。目前重庆
乳制品的部分原材料可以从外地引进，
但发展本土奶源是确保乳制品稳定供应
的重要条件。

记者：目前制约重庆奶业发展的因
素主要有哪些？

曹清安：在生产端，制约奶牛规模化
养殖的主要因素是养殖成本太高，建造
养殖场以及奶牛饲料需要花费大量的资
金；在消费端，重庆乳制品人均消费量
少，且市面上有大量市外的乳企品牌，市
场竞争压力大。

记者：如何破解这些难题？
曹清安：重庆奶业发展应做好“节流

开源”。在奶牛养殖方面，要做好“节流”
工作。业主在养殖场的选址建设时，除
了建设奶牛养殖区外，还要规划发展牧
草、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区域，利用农田
消纳奶牛养殖中产生的粪污，实现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而种出的牧草、玉米等
农作物又可以作为奶牛养殖的饲料来
源，通过种养结合的循环经济模式，达到
降低养殖成本的目的。

在乳制品消费方面，则要做好产品
的“开源”工作。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
乳制品人均消费量约为43公斤，而重庆
人均消费量仅17公斤左右，这说明重庆
乳制品消费存在很大的市场潜力。现在
人们的健康意识普遍提高，对乳制品的
营养价值、功能性也有更高的要求。

本土乳企可利用距本地奶源和消费
市场近、产品配送方便等优势，大力推广
巴氏杀菌奶、酸奶等低温奶产品进社区、
入校园。此外，在功能性产品的开发方
面，可针对重庆人重辣重油的饮食习惯，
开发促进胃肠道健康的功能性乳制品，
以及解辣解腻的风味酸奶等乳制品作为

“火锅伴侣”。

记者手记
用高端、特色产品拓展乳制品市场

8 月 1 日，渝北区黄泥磅新世纪百
货，市民余女士从奶制品货架上挑选了
一款名为“重庆奶牛场4.0鲜牛奶”的产
品放入购物车中，她告诉记者，因为这款
产品的蛋白质含量最高。

这是天友乳业在今年3月上市的一
款新产品，每100毫升牛奶中含有4克蛋
白质。上市的第一天，该产品的销量就
突破了1万盒。

重庆本土的乳制品主要为天友乳
业和光大乳业的产品，而市面上伊利、
蒙牛、养乐多、光明等外地奶产品品牌
众多。在竞争激烈的乳制品市场中，
重庆乳企如何拓展本土乳制品消费市
场？

针对当下消费者对高品质牛奶的需
求，开发高端奶产品，无疑是一种现实选
择和行之有效的做法。

去年11月，天友乳业在线上发放了
500 张调查问卷，了解重庆居民对乳制
品的需求，结果显示，相比于价格，大部
分消费者更加关注牛奶的蛋白质含量、
新鲜程度以及口感。“重庆奶牛场4.0鲜
牛奶”应势推出，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
绩。

光大乳业同样将新产品定位在高端

市场。近年来，光大乳业推出了娟姗鲜
牛奶、低脂娟姗奶等娟姗系列产品。去
年9月，该公司又推出了“娟姗有机纯牛
奶”新产品。

光大乳业市场部经理成春林介绍，
娟姗奶乳蛋白和脂肪含量比普通牛奶
高，但产奶量却只有普通奶牛的40%，因
此十分珍贵，而这款新产品在生产中全
程遵照有机食品标准，营养价值比市面
上普通的娟姗奶或有机纯牛奶营养价值
更高。目前该产品每月的销售量在15万
盒左右。

酸奶等低温乳制品的产品保质期
短，远距离的运输会影响产品品质。靠
着距离的优势，在这类产品上，天友乳业
和光大乳业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推出特
色乳制品以及衍生产品。

例如，天友乳业针对重庆人爱吃火
锅、烧烤的饮食习惯，开发出天友醪糟酸
牛奶以及益生菌固体饮料，补充益生菌，
有益肠道健康；光大乳业针对年轻消费
者推出添加了牛油果、草莓、白桃等果粒
的“真源”果味系列酸奶，均收到了较好
的市场反馈。

由此可见，注重创新、品质与个
性化定制，用高端、特色产品拓展乳
制品市场，可以促进消费扩容升级，
也应成为重庆奶业今后的主要发展
方向。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

□徐利谢利

“全国人民每喝6杯奶，就有一杯来
自内蒙古。”地处黄金奶源带，有“中国奶
罐”美誉的内蒙古，如今奶牛存栏头数、
原奶产量、原奶加工能力均居全国首位，
区内伊利、蒙牛两大乳企综合排名分列
世界第五和第七、亚洲第一和第二。

高产优质的奶源基地、世界一流的
加工企业、配套齐全的产业体系……经
过20年的发展，内蒙古奶业在产能、质
量、竞争力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
以资源优势、龙头带动，在奶业振兴新赛
道上扮演着领跑者的角色。

“奶业是链条最长的产业之一，涵盖
种植、养殖、加工、储运、销售等诸多环
节。推进全产业链发展一方面带来巨大
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也为金融业创新
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民银
行呼和浩特中支副行长李庆旗对记者表
示。

近年来，内蒙古金融机构为助力自治
区奶业振兴，不断加大奶业贷款投放力
度，并针对不同客户群体融资需求，创新
推出了几十种金融服务与产品。截至6
月末，全区奶业产业链贷款余额超600亿
元，今年1至6月累计发放贷款357.4亿
元。上半年，累计投放再贷款再贴现资金
370.2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3倍，撬动奶
业等涉农贷款较年初增加1188.6亿元。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
“好牛奶是种出来的”。在呼和浩特

和林格尔县台基营现代草业种植技术攻
关项目基地，这并非一句简单的宣传口
号。基地负责人曹玉平指着面前3000亩

绿油油的苜蓿，向记者逐一讲解饲草的
品种、指标、级别，用数据和事实诠释“种
好草、养好牛、产好奶”的内在逻辑。

“不要小看这些苜蓿，这是我们和农
科院专家经过3年技术攻关取得的成果，
试验证明已经具备替代进口苜蓿的条
件。”他介绍说，长期以来，奶牛不可或缺
的饲草苜蓿进口占比在90%以上，优质饲
草依赖进口是国产牛奶成本居高不下的
原因之一。曹玉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
前进口饲草苜蓿价格在3700元/吨左右，
而基地优选出的品种价格只有2600元/
吨，替代进口后单产上升、成本大幅下降，
相当于每头奶牛每年利润增加980元。

“我们计划将基地取得的成果逐步向外部
苜蓿草基地进行技术推广，未来3年在全
国种植苜蓿20万亩。”他说，接下来，在土
地确权、流转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需要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同在和林格尔县的青禾公司老板郑

俊清也是种植饲草起家的。2019年，在
蒙牛集团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青禾公
司先后流转了480多亩土地开始经营牧
场，目前奶牛存栏4600多头。“因为与蒙
牛签有合作协议，养殖和销售方面倒是
不用太担心，但是建牧场、买奶牛资金占
用大，后面还需要购饲料、设备、支付人
工费用，周转不开的时候可真把我愁坏
了。”据他介绍，奶牛产奶需要一个不短
的周期，所以牧场运营头几年只有投入
没有现金流，一般要等到泌乳牛占比超
过50%，才能靠牛奶销售回款良性循环
起来。记者询问他这些年如何维持牧场
运转，他表示，先期通过自有资金和蒙牛
提供的1000万元借款购买了奶牛，然后
用牛做质押前后共获得1500万元银行贷

款。目前，他与当地5家金融机构都有合
作，授信额度超过5000万元。

据介绍，目前这种“银行+牧场+核
心乳企+活体抵押+奶款账户监管”模式
在当地奶业产业链已十分普遍，不仅有
效盘活了牧场生物资产，也消除了银行
对还款来源难以把控的担心。记者进
一步了解到，当地金融机构为扶持奶业
产业链上游种植养殖行业，大力拓宽抵
质押物范围，开展奶牛等活体牲畜质押
贷款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业务。截至6月末，全区活体牲畜质押
贷款余额 90.7亿元，较年初增加 7.4亿
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
124.2亿元，较年初增加23.7亿元。

对于种植养殖户来说，资金周转困
难时不仅要“有钱用”，还要“用得起”才
行。郑俊清告诉记者，目前牧场贷款利
率平均年化在4%至5%左右，“信用社利
息高一些，6.2%左右，不过，今年用人民
银行再贷款后降到了5.2%，又节省了不
少成本。”来自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支的
统计数据也印证了郑俊清的说法，通过
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成效，完善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绩效考核等内部政
策安排，奶企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截
至一季度末，全区奶业产业链存量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 4.18%，较上年同期下降
0.52个百分点。

“现在牧场日产奶38吨，10月份能
到55吨，年底预计泌乳牛占到七成、日产
奶超过60吨，到那时最困难的日子就过
去了。”郑俊清说。

创造全产业链协同价值
走进现代牧业和林格尔一牧牧场车

间，透过参观通道的玻璃墙，可以看到一
头头奶牛排队进入自动化挤奶转盘机，
随着转盘循环一圈，奶牛按照设计好的
各个流程完成自动挤奶作业，场面有序
而壮观。这些生鲜奶经过预处理后，将
被运往距此15分钟车程的蒙牛总部三期
工厂，被制作成6大品类400多种产品，
最后经不同销售渠道进入超市与消费者
见面。

在奶业全产业链中，加工环节是工业
化程度最高、创造产值最大的部分，因此
被称为核心企业。在呼和浩特，以伊利、
蒙牛为代表的国家级奶企已形成了规模
化、现代化、全产业链发展的千亿元级乳
产业集群，实现产值2000亿元以上。

“作为产业链的核心，我们深知构建
一个健康、稳定、利益协同、价值共享的
生态圈，与产业上下游成为一家人，才能
实现共生共赢共成长。”蒙牛集团奶源事
业部财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
告诉记者，针对奶业上游行业重资产投
入的特点，蒙牛集团出台专项融资扶持
政策，与金融机构一起寻求有效的“1+N”
融资模式，助力上游草场、牧场向规模
化、集约化管理转型。

据蒙牛集团资金管理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最近3年，蒙牛资金部门联合旗下
保理公司和金融机构，为上游合作牧场
累计提供资金380亿元，年度配套百亿元
以上授信支持，并先后与中国银行、农业
银行、浙商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
构合作推出“乳业通宝”“青贮惠牛E贷”

“数据网贷”“浙+牛”“个牛贷”“兴牧贷”
“奶业经销贷”等系列金融产品，强化奶
业全产业链金融支持。

“蒙牛奶业链条如今连接起1000多

座牧场、170多万头乳牛、41个生产基
地、400多万农牧民，贯穿一二三产业，
未来通过扩大种植、壮大养殖、产业园
联动等形式，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
展，提高农民的产业参与度和受益度，
以奶业产业链发展实现联农带农，帮助
农民增收致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与
金融机构的合作还将更加紧密深入。”
该负责人说。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迁
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出发，驱车西

行进入乌兰布和沙漠。一个半小时后，
漫漫黄沙魔术般地被眼前大片青贮玉
米、苜蓿地和早开的向日葵花取代。这
里就是全球最大的沙漠有机原奶生产基
地。

坐落于此的圣牧集团用10余年时
间，将20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改造为绿
洲，种植了9000多万棵沙生树木，建成有
机草场22万亩、有机牧场23座，目前有
机奶牛存栏量10万余头，日产有机鲜奶
1300余吨，是国内首家获得国标和欧盟
有机标准双认证的牛奶品牌。圣牧集团
创新打造的“种、养、加”“草、牧、奶”一体
化沙漠有机循环产业，已成为国内可持
续有机农业建设的绿色样本项目。2022
年，这一成功实践还入选第27届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发布的《可持续消费中国
企业行动报告》。

围绕圣牧有机原奶生产基地，磴口
县发挥“奶业振兴+光伏治沙”产业优势，
开启了草业、牧业、奶业、产业“四业同
兴”行动，打造“种、养、加”一体化全程有
机乳品产业链，建成20多万亩有机牧草
基地。截至目前，全县各类规模化奶牛

牧场达50家，预计年产鲜奶达72.5万吨，
其中有机奶38万吨，是全国最大的有机
奶生产加工基地，走上了标准化、绿色
化、规模化、高端化发展道路。

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市中心支行副行
长杨静林向记者介绍说，为加大金融支
持奶业振兴力度，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机
构根据不同企业经营状况、经营规模、发
展模式、管理水平、资金情况等因企施
策，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信贷方案和产
品，包括针对奶牛养殖企业推出的“金牛
乳源贷”“金牛牧场贷”“牧业振兴贷”“惠
牛贷”，针对乳制品加工企业推出的“工
业赋能贷”“乳业通宝”，针对新型农牧业
经营主体推出的“乡村振兴·惠农兴社
贷”“圣牧高科生态草业种植贷”等。截
至5月末，磴口奶业产业链上的79家核
心企业及上下游企业贷款余额达到
13.86亿元，同比增长69%。

从呼和浩特到巴彦淖尔，从河套平
原到沙漠绿洲，一片片草场、牧场、工厂
点缀其间。一杯奶、一头牛、一棵草、一
粒种……回溯这条长长的产业链条，如
同翻开一部中国奶业蓬勃发展不平凡的
成长记录。

围绕奶业振兴，近年来，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先后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政
策，并吸引了大量资金进入。未来，内蒙
古将聚焦产业链中草源、种源等薄弱环
节，补短板、强弱项，通过建设优质饲草
料基地和绿色优质奶源基地，健全奶牛
良种繁育体系，以科技创新推动绿色低
碳、可持续发展，引领中国奶业从“做大”
跨入“做强”“做优”高质量发展阶段，实
现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中的
高端跃迁。

■■天友黔江白石牧场天友黔江白石牧场，，工作人员为奶牛投喂饲料工作人员为奶牛投喂饲料。。

■■台基营现代草业种植技术攻关项目基地台基营现代草业种植技术攻关项目基地。。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封斌封斌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