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戴““手表手表””，，做做““足疗足疗””！！他给奶牛当他给奶牛当““奶爸奶爸””
牛人录牛人录

□李楠

被同行称作博士“奶爸”的年轻创
业者张继友，出生于 1993年，目前就读
于南京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专业，专注奶牛动物营养和高效健康养
殖方面的研究。从本科开始，他便有志
于投身产业、立足破解南方地区奶源问
题。如今，作为一名在读博士，他不仅
合伙投资成立了公司，还带领团队摘得
了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江苏省赛的一等奖。

奶牛也能用“配方”养
他特别定制“培养方案”

饲料原料的合理使用以及科学配
比，对保障奶牛营养健康，发挥最佳的
生产性能有重要意义。各种原料的科
学配比不仅可以实现营养互补，让奶牛

“吃得香”，还能达到“多产奶”“省成本”
的效果。

张继友开拓出的南方奶业道路，根
据奶牛的不同情况，对奶牛饲料进行

“配方”。
在成百上千的奶牛中，想要针对性

地为每一头牛制作出一套适合的“培养
方案”，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实地考察做
支撑。

2018年，张继友和他的毕业论文导
师共同探索如何让奶牛更高产，这是他
第一次深入接触奶牛。

在牛场内，张继友从清理牛粪、给
牛喂饲料做起，把牛当作“人”来思考，
不到一年的时间，张继友将养牛流程学
了个遍。他每天记录着自己的奶牛的
成长和生活。

“这段时间，不知不觉写下了三万
多字的养牛日记。”哪头牛生病了、调配
什么饲料更有利于奶牛成长，张继友如
数家珍。

研究生阶段，张继友对奶牛的“感
情”一如既往，继续他的“养牛之路”。

张继友的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
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毛胜勇教授对爱
徒印象深刻，“他不怕吃苦，一直要求跟
随团队外出考察，短短几年就走过五个
省份十四家牧场”。

不断地调研、不断地走访，五年的
时间里，张继友根据现有的专业知识，
借助跟随毛胜勇教授团队调研获取的
大量数据，利用现存较为成熟的数据处
理软件并加以改进，研究出了一套专门
给奶牛“配方”的TMR精准投喂系统，迈
出了智能养牛的第一步。

这套饲喂系统将日粮配方精准计
算，能够将饲料称重、搅拌以及投放统
一控制，每头牛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精
料、多少粗料都计算得清清楚楚，不仅
解决了牛的“温饱”问题，还将全国原
先高达 20%的饲喂量偏差降至几乎为
零。

在精准饲喂的同时，根据奶牛对高
温十分敏感的“热应激”现象，基于南方

地区普遍存在的炎热湿润的气候环境，
张继友采用AI动态监测牛舍温湿度，对
每一头“燥热”的奶牛精准喷淋降温，实
现了“牛来启动，牛去关闭”，不仅提高
了奶牛的生活质量，让每一头牛奔赴

“小康”；相比之前漫无目的的大水冲淋
降温，省电高达 48%，节水高达 65%，节
约了大量的生产成本。

戴“手表”，做“足疗”
他给奶牛当“奶爸”

“奶牛可比人金贵多了，照顾不好
它就产不出好奶。”创业以来，张继友几
乎每一天都在牛场度过，他把奶牛的家
当成自己的家，把奶牛当成自己的孩
子，从牛犊开始就悉心照料。

那么多奶牛，如何实时观测每一头
牛的生理状况和精神状态呢？张继友
对此颇有研究。“我们的奶牛，都带上了
电子项圈，就像大家平时佩戴的智能手
表一样，随时监控身体状况。”

在张继友的牧场里，电子项圈不仅
能收集到每头奶牛每天反刍、采食的次
数，还能像微信步数一样观测奶牛的

“运动”步数，像心跳频率监测一样统计
奶牛的喘息次数，这些数据能及时反应
出每头牛的健康状况的同时，还能通过
奶牛走了多少步判断出该牛是否进入
了“交配期”。

对于已经怀孕的奶牛，尤其是正在
“坐月子”的牛妈妈，张继友贴心地为它
们提供全程护理，全方位保障它们顺利
度过“月子期”。这样一来，每头牛的健
康得以保障，这对奶牛群体的“壮大”意
义重大。

只是健康尚不能满足奶牛的“高质
量生活需要”，让奶牛“活得快乐、活得
幸福”是张继友的养牛准则。为此，他
给奶牛做起了“蹄浴”，换成通俗的话来
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足疗。张继友经
过研究发现，通过“蹄浴”，能让奶牛更
健壮、更健康、更放松，生产出味道更

好、质量更高的鲜奶。但奶牛可不会像
人一样听话，要做到每天给每头牛都

“捏捏脚”，不是一件易事。为此，张继
友把挤奶厅和牛舍之间的道路改造成
了“运动场”，让牛在回家的路上就能做
足疗。

为了给奶牛生活“减负”，张继友放
弃传统圈养的方式，“我们从来不会拴
着牛，反而会散养、放养它们，它们很自
由，也有专门的卧床”。

就这样，从前期准备到后勤服务，
一套专门为奶牛打造的高科技“健康快
乐屋”落地建成，三年以来，成百上千的
奶牛走进来，源源不断的鲜奶运出去，
形成了一条自给自足的产业链条。

“想要创业，首先选择行业，我们目
前所从事的智慧牧业领域，大有可为。”
作为投身创业的农科专业博士，张继友
认为爱农情怀是火种、扎实的专业知识
是燃料，而他也正以身示范，将火热青
春投入三农事业。

宁夏首批入境种牛抵达银川

近日，在经历14个小时的越
洋飞行后，首批 240余头种牛从
新西兰奥克兰起飞，于当日19点
45 分抵达银川河东国际机场。
这是宁夏首次引进种牛。

种牛包机抵达空港口岸，经
银川海关现场检疫监管合格后，
由专业检疫人员负责押运至灵
武市宁夏澳牧进口种畜有限公
司进境种牛隔离场，进行为期45
天的隔离检疫。隔离期间将对
进口种牛进行24小时检验监管，
合格的种畜交付养殖企业投入
生产。

为确保此次进境种牛包机
顺利进境，银川海关成立进境种
牛检验检疫监管兽医工作组，指
导宁夏澳牧进口种畜有限公司
完善防疫消毒设施、防疫制度，
建设高标准的进境种牛隔离场；
着力优化检疫审批，提升进境种
牛检疫审批办理时效；加强技术
保障，研究相关检测方法，做好
皮试、采血和相关疫病检测等工

作；与自治区政府口岸办、机场
集团等单位建立协调合作机制，
着力为此次进境种牛货运包机
提供顺畅、便捷的通关保障。

“入境种牛监管是一项对检
疫专业能力要求很高的工作”，
银川海关综合业务三处副处长
鲁宏伟表示，为了防止国外疫病
传入国内，我国对于活体动物的
进口及检验检疫程序有着严格
规定。此次种牛进口对优化改
良宁夏肉牛、奶牛品质起到积极
作用，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我们正是看中了宁夏进境
种畜指定隔离场良好的区位优
势”，宁夏澳牧进口种畜有限公
司赵鹏介绍，选择银川作为种牛
进境口岸，主要看重的是宁夏邻
近畜牧业养殖大省，自然环境条
件良好，气候干燥，有利于疫病
防控，拥有丰富的饲草料资源，
适宜隔离种畜良好生长。

（胡冬梅）

地方资讯地方资讯

甘肃省民乐县：青贮玉米亩产值比
普通玉米高900元

近日，在甘肃张掖民乐工业
园区华瑞农业青贮玉米基地里，
一台台大型青贮玉米收割机在
田间来回穿梭，一株株玉米连茎
带穗被卷入机器，经过搅碎揉
搓，变成青贮饲料排出，再装车
拉运，前往青贮池密封储藏。

“公司今年种植青贮玉米
13000多亩，采用‘青贮玉米大豆
宽幅带状间作’模式，实现混合
青贮饲料目标产量 5 吨/亩以
上。”甘肃华瑞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杨昆山介绍，青
贮玉米、大豆机械化混收混贮，
混合青贮饲料淀粉含量达 35%
以上，蛋白质含量提升2至2.5个
百分点，有效提升了饲料品质。

据了解，与普通籽粒玉米相
比，青贮玉米具有生物产量高、
纤维品质好等特点，且干物质和
淀粉含量高、营养好，有“草罐
头”的美誉，是公认的优质饲料
之一。甘肃华瑞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长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通
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
式，引导周边农户因地制宜发展
青贮玉米种植，逐渐拓展了“以
种带养、以养促种、种养结合、循
环利用”的发展新模式，实现经
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

“我们家今年一共种了25亩
青贮玉米，种之前就已经和养殖
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协议。”民乐
县新天镇闫户村村民郑如有说，

“青贮玉米每亩的产值比普通玉
米高出 900元左右，种植成本更
低，也更挣钱。”

近年来，民乐县依托优质饲
草种植优势，大力实施“粮改饲”
项目，鼓励养殖企业、合作社等
按照“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的原
则，以高价收购青贮玉米，不断
提高农民种植青贮玉米的积极
性。同时，民乐县积极推广优良
品种，加强田间水肥管理等各环
节技术指导，全力做好病虫害防
治，实现青贮玉米丰产增收。

截至目前，民乐县依托 8个
种养结合企业和1个饲草加工企
业，已完成“粮改饲”青贮玉米种
植 1.5万亩，主要分布在新天、六
坝、三堡等镇，并辐射带动周边
其他乡镇实现促农增收。

“接下来，民乐县还将结合
全县牛羊产业布局和秸秆资源
分布情况，积极争取省级粮改饲
项目补助资金，鼓励引导周边农
户扩大青贮玉米种植面积。”民
乐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连才说。

（王晓泾 史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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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布和沙漠成为乌兰布和沙漠成为1010万头奶牛的万头奶牛的““欢乐家园欢乐家园””
□薛来 图古斯毕力格

金秋，从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磴
口县城驱车出发，沿着穿沙公路向北
行驶，沙漠周围的防风固沙林带植被
茂盛。穿过防风固沙林带，便驶入沙
漠腹地，道路两边是高低起伏的大小
沙丘，极目远眺，漫漫黄沙连绵不断，
几十个工人正在铺设草方格。自以
为前路茫茫再无绿色时，突然，眼前
豁然开朗，连片的农田、高耸的树木、
宽阔的牧场映入眼帘，仿佛置身世外
桃源。

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第八大沙漠，
那里有约 1万平方公里的漫漫黄沙，一
直被视为人类禁区。但是，当进入沙漠
腹地，会惊奇地发现，这里有着绵延200
平方公里的绿洲，近10万头优质奶牛悠
闲地生活在这里，昔日的乌兰布和沙漠
俨然成为它们的“欢乐家园”。

在中国圣牧巴彦淖尔市牧业第二
牧场，记者看到，有的奶牛在运动场上
放风散步，有的舒服地躺在沙垫上吹着

风扇休息，还有会享受的“牛大姐”正在
按摩器上舒服地按摩。当“上班”（挤
奶）时间到来，每一个“牛大姐”就会带
领自己“团队”里的十来头奶牛，井然有
序地自发走上圆形挤奶平台。

“当年建设这座牧场时，这里没水
没电、没路没信号，周围全是黄沙，小
车进不来，工人只能坐在铲车挖斗里进
出，一待就是好几个月，每天馒头配咸
菜，非常艰苦！”第二牧场场长王卫东
回忆，“如今，这样的牧场我们已经有
20多个，道路四通八达，高压电、无线
网络应有尽有，人和牛都喝上了矿泉
水。”

为提升牛奶的有机品质，圣牧秉承
“3亩地的草养1头牛，1头牛的粪还3亩
地”的有机循环理念，在沙漠腹地建起
22万亩有机牧草种植基地。为保障有
机种植的用水需求，公司耗费巨资将凌
汛期排放至沙漠中的黄河水引入有机
种植基地，建成蓄水库，均衡了地下水
的利用。

从第二牧场出来，向南行驶3公里，

就能看到道路两旁绿树成荫，郁郁葱葱
的牧草连绵不断，一台台半径达到 360
米长的喷灌设备正在缓缓地转着圆圈
浇灌青贮玉米、苜蓿、甘草、燕麦，从空
中俯瞰，一块块牧草田呈绿色圆盘形
状，甚是美丽。

“刚开始种植有机牧草时，大家都
没有经验，从5月开始种植，幼苗刚长出
来就被风沙打死了，只能再补种。陆陆
续续补种到7月，一场风沙过后，还是什
么也不剩。虽然失败了很多次，但是总
结到了宝贵经验，沙漠里要想搞种养
殖，首先要解决风沙问题。”巴彦淖尔市
圣牧高科生态草业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杨瑞光介绍。

于是，中国圣牧在乌兰布和沙漠累
计投入 80亿元，采用旱生乔木、沙生灌
木、多年生牧草与一年生牧草相结合的
模式，以一年生牧草作为先锋植物，充
分发挥草本植物防风固沙优势，加强矮
灌木型草地结合多年生牧草人工草地
建植，消除大规模沙尘暴沙源，并在新
开发的土地外围种植低矮沙生灌木为

主、速生乔木为辅的防风林带，形成乔、
灌、草结合的立体生态系统，共种植沙
生树木9700多万棵。

据了解，中国圣牧通过种植治沙植
物和牧草饲养奶牛，将奶牛粪污以有机
肥方式回归土壤，再通过扩大养殖规模
持续扩大种植面积，形成独创的完整有
机生态治沙产业体系，为世界贡献了产
业治沙新模式，成为荒漠治理与循环经
济相结合的优秀商业范例。先后入选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新自然经济系列
报告》、联合国发布的《企业碳中和路径
图》和《可持续消费中国企业行动报
告》。

如今，乌兰布和沙漠已然大变样，
中国圣牧、王爷地等90余家各类生态治
理和沙产业经营主体，为 200多万亩沙
漠披上了“绿装”，生态环境获得较大改
善，据中国林科院沙漠林试验中心统
计，当地的沙尘量较 20世纪 90年代减
少了 80%—90%，风速减小了 21.41%，
降水量增加了30.36%，每年汇入黄河沙
量减少30万吨。

□张婷

秋意渐浓，眼下阿勒泰地区天然草
场已进入打草季尾声。空气中弥漫着
缕缕清香，牧民们忙着收割牧草，为牲
畜储备越冬优质“口粮”。

喝“一杯奶”从种“一棵草”开始。新
疆是传统的奶业主产区，具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优势和悠久的奶牛养殖传统。
近年来，新疆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
不断提高生鲜乳质量，持续推进新疆奶业
转型升级，全链条部署产业链与创新链。

提质增效 打造优质奶源地
“我们通过选种、选育、胚胎移植等

技术，培育出地域适应性较强的西门塔
尔乳肉兼用性奶牛。从牛犊的出生到
配种、挤奶，通过云技术全程管理，实现
了种群数量和质量同步提升。”10月 1
日，新疆呼图壁种牛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王夕虎说。

奶牛好，牛奶才好。优质健康的高
产奶牛直接影响着高质量奶源供应。

王夕虎介绍，公司先后引进 177头西门
塔尔牛，通过胚胎移植、人工授精自繁
自育，已建成拥有3000头核心高产西门
塔尔奶牛的现代化良种繁育场，大大提
升了原料奶源品质。目前，公司形成了
饲草种植、饲料加工、奶牛饲养、乳制品
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模式。

从源头提质增效，打造优质奶源，
成为新疆奶业闯市场的资本。近年来，
以骆驼奶及其加工产品为代表的新疆
特种乳业，正在以其过硬的品质和市场
稀缺性，快速布局奶业高端市场。

在福海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成的准噶尔双峰驼养殖基地，一排排标
准化圈舍安装了高标准通风、控温、清
洁系统，今年 1月引进的 160峰优质奶
驼入驻基地，工作人员有序开展骆驼饲
喂、挤奶驯化、日常监测等。

福海县通过基地建设，不断推进种
源等关键技术攻关。开展优质畜种遗
传资源保护，培育选育优良品系，检测
选出日均产奶量为 3.5 公斤以上的骆
驼，为推动阿勒泰地区高产奶驼育种、

繁育、改良转型升级和加快奶产业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

“育好种”、“种好草”、建成高产种
群，推进优质饲草料种植，新疆从多方
面助力奶产业提质增效扩产能。

科技赋能 乳业综合产能提升
10月 1日，位于呼图壁县的新疆西

域春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挤奶厅里，奶牛
有序走上全自动转盘式挤奶机。

“现在 10个人就能完成一天 70吨
的挤奶量。”公司总经理助理李世杰介
绍，配备的智能化挤奶设备大大降低了
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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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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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杰说。

近年来，新疆乳品企业不断强化科
技创新，严把奶源质量关，推动综合生
产能力不断提升。

10月 2日，新疆旺源生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源集团”）2.8万
平方米的无菌净化车间里，300多台制
粉机器在快速运转。2015年，旺源集团
从国外引进了驼乳行业首个生物制药
级别的净化车间核心设备，确保产品在
无菌状态下生产。刚收集来的驼奶在
进入生产车间之前，需经过蛋白、乳清
新鲜度的检测，以及对营养成分、各种
重金属元素、各类致病菌等进行检测，
涉及128道检测。旺源集团通过实施自
主核心技术和专利的研发战略，持续打
造产品的科技实力。

一滴奶，不仅折射科技的含金量，
它从源头牧场到消费终端的新鲜之旅，
更是“新疆制造”的品质呈现。

疆奶“出圈”乳企优化市场布局
从“藏在深闺”到“走出去”发展，近

年来，新疆优质奶产品被越来越多消费
者熟知、认可。美团优选数据显示，大
西北本地牛奶品牌 2023年前 5个月销
量增长近 30%。其中，新疆奶销量增长
超190%。

《新疆奶业振兴行动方案（2019—
2025 年）》明确，要加快培育“疆字号”
乳制品品牌，到 2025年，全区牛奶产量
达到 270万吨，把新疆建成全国奶业强
区。

好品质好口感的新疆奶，需有力的
品牌策略才能让其“走出去”。作为出
疆发展的代表，2022年以来，新疆天润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乳
业”）销售板块进一步深化市场管理机
制改革，划分了重点市场、培育市场、潜
力市场、新疆市场四大主体，建立了疆
内疆外双循环市场体系。今年 6月，天
润乳业所属天润齐源乳制品加工项目
在山东德州落地。

“今年上半年，天润乳业实施‘用新
疆资源，做全国市场’战略，以实体市场
渠道建设为基础，加强销售平台建设。
同时，着力打造线上平台，持续完善各
渠道品牌形象布局建设，推进专卖店数
字化管理，保持销量稳中有升。”新疆天
润乳业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玉忠
介绍，公司坚持差异化发展思路，不断
加大新产品科技研发投入，打造的“天
润奶啤”“冰淇淋化了”等一系列畅销产
品，远销疆外市场。2023年上半年，天
润乳业实现营收 13.89亿元，同比增长
12.62%。

近年来，新疆乳企通过各种方式，
加速全国市场布局。以天润乳业为代
表，陆玉忠说，根据疆外市场布局规
划，结合各区域市场发展情况，天润乳
业将进一步聚焦重点市场，将山东、广
东、江苏列为聚焦市场，将上海升级为
培育市场，扎实推进各区域“一地一
策”的差异化市场销售工作，为“用新
疆资源，做全国市场”战略实施奠定基
础。

■■新疆呼图壁种牛场有限公司养殖场里新疆呼图壁种牛场有限公司养殖场里，，投料车正在给西门塔尔奶牛投喂投料车正在给西门塔尔奶牛投喂TMRTMR全混全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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