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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曲水县大力推进“奶业振兴”
让群众增收更有保障

近年来，拉萨市曲水县加快
推动奶牛养殖场标准化、现代
化、规模化建设，奶牛养殖业不
断快速发展，让群众增收致富更
有保障，以“奶业振兴”带动乡村
振兴。目前，全县规模奶牛养殖
场有 3家，分别为才纳高标准奶
牛场、玉珠奶牛养殖合作社、柏
林村奶牛养殖场，养殖大户及合
作社5家，现存栏奶牛1510头。

据了解，曲水县净土奶牛养
殖场存栏产奶奶牛有 570头，平
均每天可产奶1800斤，年生产鲜
奶 328吨。据介绍，该养殖场现
有员工 28 人，人均月工资 4000
元。养殖场每年还向当地农牧
民采购青贮玉米、酥油、青稞等
农产品，间接带动饲草种植，助
力农牧民增收。

“我们村的奶牛养殖合作社

现有存栏奶牛 235头，平均日产
奶量每头 18斤。”位于曲水县茶
巴拉乡柏林村的奶牛养殖合作
社负责人介绍，奶牛养殖合作社
的逐步扩建，带动了更多群众投
入奶牛养殖行业，目前，该村有
21户涉及养殖，并形成了奶牛集
中养殖、分户饲养，做到统一管
理、集中经营。

曲水县玉珠奶牛养殖合作
社共有48户，其中奶牛养殖户36
户。该合作社按照“合作社+基
地+农户”“农工贸一体化”“产加
销一条龙”的经营管理模式，将
所有奶牛集中养殖、分户饲养，
合作社统一管理、集中经营。“合
作社年收入 400万元以上，每户
年均增收 2万元以上，现在的日
子真的是越过越红火了！”该合
作社负责人说。 （格桑伦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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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推出过冬饲料
贴息专项贷款

前些天，农业银行内蒙古克
什克腾旗支行的8位三农客户经
理连续下乡，旨在让牧民入冬前
能够及时购买到饲草料。

因为今年草原雨水极少，草
长不高，牲畜过冬饲料受到严重
影响。为了让牧民有钱快速从
外地买足草料，克什克腾旗政府
按年利率贴息，农业银行克什克
腾旗支行紧急推出饲草饲料专
项贷款。

克什克腾旗 2万平方公里，
辖120多个嘎查，王云飞、布和朝
鲁以及行里其他6位三农客户经
理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把这批
专项贷款为所有嘎查全部发完。

“在我们这支 8人下乡小分
队里，都是 50 岁以上的‘老头
儿’，这个岁数和老乡打交道亲
切得很。”客户经理布和朝鲁说。

客户经理王云飞说，支行 7
月份给他们团队配了一个 25岁
的大学生作搭档，几个“老头儿”
轮番带新人下乡长长经验。三农
客户经理下乡工序多，为农牧民
入户调查、贷后回访，还有对接村

“两委”宣讲惠农政策，指导日常
用款、还款、转账等线上操作，必
须沉得下心、踏踏实实……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农行克
什克腾旗支行上门为农牧民提
供金融服务已经超过2000人次，
大大节约了农牧民往来营业网
点的时间。他们还大力创新“订
单贷”“乡村振兴贷”等多种特色
信贷产品，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一县一业、一村一品”。截至 9
月末，农户贷款余额已达 12.14
亿元，得到授信的户数超过 8400
户。 （杨燚 鲁娜 王洁敏）

云南寻甸优然牧业示范牧场正式
投入运营

近日，位于云南省寻甸县的
寻甸优然牧业示范牧场项目正
式投产运营，该项目将推动寻甸
全县奶业高质量发展。

优然牧业负责人介绍，优然
牧业 4000头全群奶牛养殖示范
牧场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
甸县河口镇鲁冲村委会马路坡
村小组海平地块，项目总投资约
3.2 亿元，整体场区用地约 603
亩，包含主生产区、饲草辅助区、
环保处理区及管理、配套区。投

产后，预计日产鲜奶可达 80吨，
年营业收入 1.5亿元，提供就近
就业岗位120多个。

据悉，寻甸县将大力招商引
资，大力引进、培育、扶持大型牧
草企业，持续稳步推动寻甸奶牛
养殖扩规增产，积极打造“养殖+
生产加工+电子商务平台”为一
体的产业集群，增强寻甸乳产品
市场竞争力，更好地融入全市

“奶业振兴”战略。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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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气温骤降。对于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旗绍根镇草业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巴彦宝力高来说，心里格外暖
和，因为这个秋天，他收获满满。“合作
社种植的 6700亩苜蓿草和燕麦草大丰
收，今年平均亩产量达到 900公斤。”巴
彦宝力高开心地说。

“这个场景放在 15年前，根本不敢
想。”巴彦宝力高说，15年来，阿鲁科尔沁
旗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终于找到
了一条“生态生计兼顾、生产生活并重、
治沙致富共赢”的现代草业发展之路。

阿鲁科尔沁旗地处中国北方生态脆
弱带，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是这里的主要
气候特征。上世纪 90年代已有 90%的
天然草牧场存在不同程度沙化退化，特

别是南部阿拉迪芒哈沙带所在的绍根和
巴拉奇如德地区，草原植被覆盖率不足
10%。是名副其实的“黄土掺绿星”。

为改善这一状况，阿鲁科尔沁旗先
后进行了以种植锦鸡儿、柠条为主的飞
播直播造林工程，以种植青贮饲料为主
的小草库伦建设等实践，取得一定成
效，但都未能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难题。

从 2008年开始推广种植优质人工
牧草，15年来规划面积已达 110万亩，
种植面积 68万亩（其中紫花苜蓿 51 万
亩），是全国集中连片种植高效节水灌
溉紫花苜蓿面积最大的县域地区，目
前，草业核心区植被覆盖率增长到 90%
以上。“以前站在这里，满眼荒凉，沙土
漫天，通过这几年的人工种草，草场也
绿了，养的牛羊也不愁饲草了。”阿鲁科
尔沁旗绍根镇阿民温都尔嘎查星源利

民农牧机械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格力格
说。

“从野生牧草亩产量35公斤到目前
苜蓿草亩产量 800公斤以上，园区单位
草场载畜量增加了 60多倍。”阿鲁科尔
沁旗草业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苏
胜坤介绍，目前园区每年商品草产量达
65万吨，占国内优质商品草年供应总量
的六分之一，年产值达到 12亿元以上。
阿鲁科尔沁旗相继被评为“中国草都”

“国家紫花苜蓿种植标准化示范区”。
草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群众增

收。截至目前，阿鲁科尔沁旗51万亩紫
花苜蓿第三茬收割已全部结束，平均亩
产 260公斤，第三茬苜蓿草产量达到 13
万吨。草业带动了阿鲁科尔沁旗绍根
镇、巴拉奇如德苏木13个嘎查村200多
户700多人走上致富路。

“种草就是种粮食，要立足大农业，
发展大草业，充分发挥草的多功能性，
提升草产业附加值。”今年6月30日，第
六届（2023）中国草业大会在阿鲁科尔
沁旗召开，国际农业教育科学院院士、
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会长韩贵清
提出对未来中国草业发展的期望。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围绕牧草种植，
阿鲁科尔沁旗在高端养殖、饲料加工、生
态旅游等方面做文章，已形成种、养、加一
条龙及衍生产业发展的绿色产业链条。
先后引进29家企业发展牧草种植加工、
规模化养殖、乳肉制品精深加工。

截至目前，阿鲁科尔沁旗奶牛存栏
达到 5万头、肉牛存栏达到 51万头，年
产鲜奶26.5万吨，万头奶牛养殖产业园
项目、飞鹤（阿鲁科尔沁）智能化生态产
业园项目、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中心项

目正在加快建设中，完整产业集群正在
形成并不断丰富。

优质牧草产业的发展，实现了生态
效益、产业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为农村牧区、农牧业、农牧民带来多重
福利。

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优质牧草的
种植，推动了阿鲁科尔沁旗草畜平衡，
2008年以前，退化草原平均亩产草约35
公斤，通过治理平均亩产达 800公斤以
上，整个治理区年产优质牧草 65万吨，
解决了 130万头只牲畜的牧草缺口问
题，有效缓解了草畜矛盾，使全旗735万
亩天然草场得到休养生息。

农牧业发展水平提升。草企业现
代化的管理、标准化的操作，带动了全
旗现代农牧业逐步走进规模化、集约
化、机械化时代，目前全旗大型指针式

喷灌机 1503台套、大型农用机械 300余
台套、机械总动力达到 5.2万千瓦。优
质牧草实现全产业链发展，催生了草产
品深加工、肉牛羊育肥、奶业、食品加工
业等下游产业和仓储物流、机械租赁、
文化旅游等配套服务产业。

农牧民收入水平提升。草产业发
展之前，该旗草牧场流转费每亩仅 15
元，目前每亩最低 75元、高的达到 150
元，3500户农牧民已向企业流转或合作
经营草牧场 50万亩，年人均增收 4600
元。在草企业的带动下，800余户农牧
户种草 18万亩，户均增收 2万元以上，
1000余户农牧民以土地入股 21家牧草
合作社获得分红，年人均增收2800元以
上。

小牧草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中
国草都”金字招牌成色更足了。

牧草产业成为增收牧草产业成为增收““绿色引擎绿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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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管理
助力牧场降本增效

内蒙古是全国名副其实的“奶罐”。
在推进内蒙古奶业振兴的进程中，蒙牛
集团结合国内外先进的牧场管理经验和
标准规程，梳理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牧
场各环节关键控制点和措施，建立了蒙
牛牧场标准化操作规程（简称SOP），解
决牧场在规范化操作、生产过程追溯、员
工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实现牧场标准化
管理，降本增效。

现代牧业通辽牧场建成13年，期间，
牧场荣获了国家级奶牛核心育种场、国家
级生态农场、绿色学生奶基地等多项荣
誉。目前牧场奶牛存栏13500余头，泌乳
牛平均单产42公斤，高峰期平均产奶量高
达47公斤，公斤奶饲喂成本低于2.1元。

走进该牧场，其实不难发现“成绩
单”的背后是牧场将标准化、精益化管理
落到了每个生产环节。例如，饲喂标准、
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细化到“有数可依”，
有利于技术的共享和传承；确保责任到
人，保证为消费者提供营养、美味、高品
质放心奶；攻坚种业“卡脖子”难题，自主
研发液相基因组芯片“现代1号”，提升奶
牛单产水平、群体整齐度。此外，还通过
粪肥发酵二次利用工艺技术、智能项圈
监测牛只等措施，探寻绿色智慧化发展

道路。
标准化管理让现代牧业在生产经营

管理中实现降本增效。在乌拉特前旗现
代牧业第一牧场，牧场通过合理化运用
机械设备，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同时按籽
粒破碎数量、干物质大于 30%进行验货
接收，保证收货质量符合收购标准，避免
了青贮汁液外流导致重量损耗，实现降
本增效，2023年牧场每吨青贮压窖费用
成本11.27元，在行业内处于成本较低水
平。

内蒙古璞瑞农牧业有限公司（简称
“璞瑞牧场”）与蒙牛集团合作 20余年，
积极落地蒙牛在犊牛、奶厅、设备、饲
养、繁育、兽医等六大模块中的标准化
规程，生产运营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目
前牧场存栏5600头，日产奶量90吨，奶
牛单产达42公斤，公斤奶饲喂成本低至
2.1元。

璞瑞牧场从选址，到种养结合、自
种自控，再到数智化运营管理，以及基
因组检测、胚胎移植等，均走在我国牧
场发展前列。通过自种模式，牧场流转
周边水浇地 7300亩，种植青贮玉米、苜
蓿、燕麦等，降低饲喂成本，每年可降低
成本290万元；实现粪肥还田，日处理沼
液 250吨，按每吨拉运费用10元进行核
算，全年节省拉运费用90余万元。另外，
璞瑞牧场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同科研机
构、高校建立合作，成立自治区首家奶牛
科技小院，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升管理
水平。同时，引进智能牧草项目，打造7
天鲜草工厂，带动养殖业安全绿色发展。

深化落地共享战略
实现共生共赢共发展

活动上，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奶业
处负责人王红柳表示，蒙牛集团作为内
蒙古土生土长的乳制品领军企业，始终
紧密与农牧民利益联结，利用国内外优
势资源，持续向养殖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融资贷款等多方面支持，帮助养殖企业

“对标管理、精准饲喂、降本增效”，为内
蒙古奶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牧场SOP对标互学活动是蒙牛集团加快
推进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促进“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为牧场降本增效的有力举
措，为牧场提供了“互学互促共提升”的
学习交流机会，相信将为自治区奶业规
模化、现代化、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发挥
积极作用。

通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贺其叶力
图表示，蒙牛集团举办此次大会，帮助合
作牧场“对标管理、精准饲喂、降本增
效”，是进一步提升奶业竞争力，实现共
生共赢共发展的有力举措。通辽市政府
将进一步强化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全力落实好推动奶业振兴各项政策措

施，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四级调研员郭建

军表示，蒙牛集团通过标杆牧场对标互
学，帮助合作牧场降本增效，是大企业责
任和担当的体现。达拉特旗将以此次大
会为契机，推动各级奶业振兴决策部署
落实落地，持续推动产业链科技进步，为
奶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活动期间，蒙牛集团还为现代牧业
通辽牧场、璞瑞牧场为代表的10家牧场
授予党建共建示范牧场牌匾。云养牛公
司、蒙元种业公司与现代牧业兴安盟牧
场为代表的6家牧场举行了奶产业链赋
能牧场高质量发展签约仪式。此外，蒙
牛集团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国家奶
牛产业技术体系、中国农业大学、爱养牛
公司、云养牛公司、现代饲料公司、蒙元
种业公司、璞瑞牧业共同启动了精益牧
场管理“4002”项目。

深化落地“2025价值共享”战略，紧
密农牧民利益联结，是蒙牛集团一直以
来践行的社会责任。面对奶业发展面
临的新形势与挑战，2023年，蒙牛集团
启动“五大纾困行动”，从技术、资金、政
策、采购、党建等方面为合作牧场纾困
解难；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以系统
的技术服务为牧场降低公斤奶成本约
0.08元；牧场生产物资集采、代采为牧场
节约采购成本 1400多万元；加速实施

“百万奶牛基因改良计划项目”，联合金
融机构发布“奶牛信用卡”“智牛E贷”等
惠农金融产品，累计发放近10亿元纾困
资金，帮助牧场解决现金流困境；与合作
牧场建设30多个党建共建示范阵地，以
党建引领推动农牧民增收致富，助力奶
业高质量发展。

激活奶业创新活力
夯实奶业发展根基

标准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也是科技
成果转化的桥梁和纽带。奶业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科技进步，据有关数据显示，我
国奶牛养殖在标准化领域有较大提升空
间。蒙牛集团奶源事业部总经理程晓飞
表示，牧场 SOP对标互学活动就是让合

作牧场伙伴“寻找差距，提升管理，共渡
难关、可持续发展”。为此，蒙牛集团制
定了“2246”发展目标，即2024年后达成
2个突破、2项升级、4个全覆盖、6大SOP
模块100%落地。

未来，蒙牛集团将从“更绿色、更营
养、更智慧”战略方向发力，联动产业链
伙伴突破管理瓶颈，从四个方面助力牧
场伙伴可持续发展。一是与国家奶牛产
业技术体系一起推动标杆牧场“SOP落
地、找差距、调结构、升管理”，通过数字
化应用、牛群结构调整、精准饲喂、科学
繁育等手段，让合作牧场单产向40公斤
看齐；二是蒙牛将通过产业链专业化公
司政策赋能，出台20多项产业扶持政策
落地实施，帮助牧场降本增效，牧场饲喂
成本低于 2.2元；三是推动变“喝奶”为

“吃奶”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富余生鲜乳
转化为精深加工等产品，缓解供需平衡
过渡期合作牧场压力；四是建言国家从

“草源、种源、奶源、加工、品牌、消费、科
技”等方面升级产业扶持政策，联合政
府、金融机构等，出台“延期、贴息、降率”
等奶产业链惠农政策，给牧场注入更多
金融活水。

蒙牛集团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
推动技术标准化、标准国际化，全力提升合
作牧场整体生产运营水平，激活奶业创新活
力，不断夯实更绿色、更营养、更智慧的奶业
根基，为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
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蒙牛力量。
据了解，至今年年底，互学活动还将在京津
冀、山东等奶业主产地开展。

近日，蒙牛集团联合政府主管部门、国家奶牛产业技

术体系，以“更绿色、更营养、更智慧”为主题举办的“蒙牛

集团奶产业链伙伴可持续发展大会暨2024牧场SOP对标

互学活动”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鄂尔多斯、通辽三地成功举

行。奶产业链“草牧奶、种养加、产学研”等科研机构、高校

专家，以及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区域蒙牛产

业链合作伙伴3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现代牧业通辽牧场胚胎牛现代牧业通辽牧场胚胎牛

■■璞瑞牧场璞瑞牧场77天鲜草工厂天鲜草工厂

■■现代牧业通辽牧场现代牧业通辽牧场SOPSOP对标互学现场对标互学现场

■■乌拉特前旗现代牧业第一牧场乌拉特前旗现代牧业第一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