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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奶业更强只为奶业更强 奶农更好奶农更好

□文/图 本报记者 封斌

在澳亚醇源牧场晏北分公司（以下
简称澳亚醇源牧场），学员们忙着参
观、拍照、询问、记录，无暇顾及天气的
变化。来自河北晟隆牧场的李军辉在
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感慨道：“能够来到
中国牧场管理的最高学府之一实地学
习，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澳亚醇源
牧场设计存栏 2.4万头，于 2023年 1月
投产，现挤奶牛 5400 头，全部为头胎
牛，平均单产已达 39公斤，高峰期平均
产量43公斤，处于行业上游顶尖水平。

日前，蒙牛集团与澳亚牧业结合
牧场经营情况从哺乳期犊牛管理、泌
乳牛饲养、TMR日粮制作、原料管理、
青贮制作、干奶牛与围产奶牛饲养、繁
育标准化操作等，多方面梳理出一套
完善、有效、可借鉴的牧场标准化操作
流程（即牧场 SOP），供前来学习的牧
场主们参考学习。粪肥处理还田、卧
沙回收清洗再利用、中央厨房制作日
粮、牛群分群育种、后备牛全部进行基
因组检测、智能照明、智能卷帘等，每
个细节的设计和把控，都是澳亚醇源
牧场取得“高分成绩单”的秘诀，让前
来学习的牧场主们受益匪浅。

“这牛舍清理的真干净，一天清
理几次啊？”“这么好的营养指标怎么

做到的？”在泰安市澳亚牧场数字奶
牛“金钥匙”蒙牛专场现场，学员们问
题不断，学习氛围非常热烈，国家奶
牛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老师们分成
小组，对牧场进行现场评估。国家奶
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李
胜利讲解了如何通过味觉辩证苜蓿
品质；奶业技术服务联盟奶牛“金钥
匙”指导教师杨茁萌通过闻味、触摸
青贮，讲解了如何通过嗅觉和触觉辨
别青贮的好坏；国家奶牛技术体系顾
问、研究员肖定汉评估牧场对干奶牛
和围产牛的管理，他表示，“护理好干
奶牛，乳腺、肢蹄机能才能恢复好；护
理好围产牛，奶牛的食欲和采食量才
能提高。所以这两项工作做的好坏，
是一个牧场能否达到高产的关键。”

理论联系实际，将双脚扎进泥土
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正是有一群像
李胜利、肖定汉一样，为我国奶业更强
大、奶农更好而奔走于祖国各地，脚踏
实地、努力专研、认真负责的科学家，
才有了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与蒙牛
集团共同谱写的一个又一个以奶业振
兴助力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

据统计，奶牛“金钥匙”活动共开
展 146 期，其中与蒙牛集团共合作 44
期，今年与蒙牛合作开展 5 期。2017

年奶牛“金钥匙”蒙牛专场首次在泰安
澳亚牧场举办，经过 6年发展，牧场平
均每年的日单产从之前的 38 公斤提
升至 46 公斤，日产鲜奶从 185 吨提升
至 254吨，平均每年的日单产提升 1.33
公斤，日产鲜奶总量增长 69吨。泰安
澳亚牧场经理高俊国说：“这些成绩的
取得，是奶牛‘金钥匙’蒙牛专场活动
起到了关键性的助力，同时也加速了
牧场的发展。”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李新对
蒙牛集团举办的两场活动给予了肯
定。他表示，蒙牛集团通过奶牛“金钥
匙”活动和标杆牧场对标互学活动，分
享产业知识、技术和经验，为牧场搭建
交流学习平台，帮助合作牧场对标管
理，助力其精准饲喂、降本增效，提升
奶业竞争力，体现了大企业的责任和
担当，这是实现共生共赢共发展的切
实举措。期待蒙牛集团进一步发挥奶
业“主力军”“领头羊”作用，在构建现
代奶业的征程上继续领跑。

李胜利表示，奶牛“金钥匙”在全
国已连续举办 14年，期间国家奶牛产
业技术体系的专家老师们走遍了祖
国的东西南北，对中国牧场牛群规模
的扩大、单产水平的提升、牛奶质量
的改善，尤其对养牛人对现代化奶牛
养殖意识的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牧场 SOP 对标互学活动是继
奶牛“金钥匙”活动后，与蒙牛共同帮
助牧场降本增效，提高我国奶牛养殖
意识的又一项合作。2024年，国家奶
牛产业技术体系将进一步与国家农
业农村部、中国奶业协会、蒙牛集团
开展奶牛“金钥匙”、牧场 SOP对标互
学等活动，调整我国牛群结构，降低
牧场饲喂成本，为我国奶业高质量发
展贡献科技力量。

蒙牛集团奶源事业部总经理程
晓飞表示，无论是奶牛“金钥匙”，还
是牧场 SOP 对标互学活动，都是蒙牛
集团为帮助牧场降本增效实施的有效
举措和行动。2023年，蒙牛集团启动

“五大纾困行动”，在京津冀及中南部
地区，今年通过系统的技术服务，已为
牧场降低公斤奶成本约 0.1元；通过统
采、集采等方式，为牧场节约采购成本

1600 多万元；累计发放近 5 亿多元纾
困资金，帮助牧场解决现金流困境；与
合作牧场建立 120多个党建共建示范
阵地，持续助力牧场伙伴降本增效，推
动蒙牛合作牧场可持续发展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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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上，李胜利作了行业形势分
析和低蛋白日粮降本增效技术推广报
告。低蛋白日粮是通过氨基酸平衡来
降低奶牛饲料中粗蛋白的比例，辟免
粗蛋白浪费。通过节约蛋白原料投入
可降低成本 0.05—0.1元，同时还能降
低牛粪、尿中氮排放量，既有利于牛体
健康，对环境也更加友好。低蛋白日
粮应用的示范推广将是蒙牛集团联合
政府部门、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共
同推动落实国家《饲用豆粕减量替代
三年行动方案》的积极举措，将对牧场
降本增效起到积极作用。

活动期间，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
发布奶产业链惠农贷产品，并为牧场
讲解“银企冬日送温暖，金融惠农进
基层”的利好政策。该政策将降低牧
场融资成本，贷款利率直降 50bp，同
时，贷款牧场在爱养牛平台采购爆品
给予 5%补贴。仪式上，蒙牛集团与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互赠牌匾，并与
合作牧场签订“链上党建 赋能产业”
党建共建协议并授牌。

活动结束后，齐鲁大地迎来瑞
雪。都说瑞雪兆丰年，相信在政府有
关部门、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和蒙
牛集团的不断努力下，我国奶业将突
破瓶颈，迎来新的突破和发展。未来，
蒙牛集团将从“更绿色、更营养、更智
慧”战略方向发力，持续发挥奶牛“金
钥匙”作用，推动标杆牧场落地 SOP，
找差距、调结构、升管理；合作牧场单
产向 40公斤看齐，牧场饲喂成本低于
2.2 元；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供需
平衡过渡期合作牧场压力；为国家升
级产业扶持政策建言献策；联合政府、
金融机构出台奶产业链惠农政策，给
牧场注入更多金融活水，为推动奶业
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贡献蒙牛力量。

12月10日，由蒙牛集团联合政府主管部门、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主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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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北、中部专场活动，以及中国奶业竞争力提升行动·数字奶牛“金钥匙”蒙牛专场活动在山东圆满收官。来自奶产业链“草牧奶、种养加、产学研”等科研机构、

高校专家，以及山东、京津冀、河南、武汉、福建、广东等地区的200余人共襄奶业未来。

□夏洪涛 尤东

高端奶产业基地是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打造“两都五基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今年以来，由于乳品消费市
场疲软，乳制品供需矛盾由阶段性奶
源过剩转变为全周期奶源过剩，奶产
业发展处于困难期。为了推进奶产业
持续高质量发展，缓解当前供需矛盾，
防止奶产业出现整体性、系统性风险，
银川市财政局深入养殖企业、乳品加
工企业以及相关行业部门开展调研，
了解奶产业发展情况、面临的困境，并
提出政策建议。

产业发展情况
产值方面，奶牛养殖业作为银川

市农业产业的支柱产业，拉动作用
明显。自 2020 年以来，银川市奶牛
养殖业高速发展，奶牛养殖数量和
水平不断提高。2022 年底达到了养
殖高峰，全市牛奶业产值达到 41.83
亿元，比 2020 年增长了 64.8%；占全
市牧业产值的 58.7%，比 2020 年提升
了 6.9 个百分点；占农林牧渔总产值
的 22.09%，比 2020 年提升了 5.8 个百
分点。

规模方面，奶牛规模化养殖已初步
形成。全市现有 114家奶牛规模化养
殖企业（其中 2020 年以后新增 38 家），
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 97%。其中，养殖
规模在 5000头以上的企业数量 17家，
2000—5000 头以上企业数量 37 家，
1000—2000 头企业数量 34 家，100—
1000头企业数量 27家。龙头养殖企业
有 12家，其中，区级 7家、市级 5家。牧
场基础配套设施、机械设备、生产水平
和管理能力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奶乳品质方面，全市奶乳质量达到
优质农产品标准。其中，生鲜乳乳脂
率 4.00%，高出国家标准 0.9个百分点；
乳蛋白率 3.20%，高出国家标准 0.4个
百分点；体细胞数低于 20万/毫升，低

于国家27.53万/毫升的标准。
生产方面，成年母牛年平均单产达

到 9400公斤，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400
公斤。

加工企业方面，银川乳制品加工初
步形成了以乳业龙头企业为引领，多
家本地企业为基础的高端奶产业发展
新格局。目前 8家乳品加工企业中，乳
业龙头企业加工量约占全市总量的
72%，7家本地乳品加工企业加工量约
占全市总量的 28%，初步形成了集优质
奶源生产、液态奶加工、物流运输、包
装销售于一体的高端乳制品生产产业
链。

鲜奶收购方面，日均生鲜乳收购量
由 2020 年的 2800 吨增长到了目前的
4000吨。大部分养殖户与乳品加工企
业签订了订单式收购合同。

面临的困境
一是企业融资困难，养殖成本不断

上升。由于养殖用地、基础设施等不
能作为抵押物进行贷款，且规模养殖
场易受生鲜乳价格波动影响，养殖企
业只能以赊欠或短期高息贷款形式缓
解压力，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凸显。目
前，绝大部分养殖场处于亏损状态。
银行为规避风险，需要由乳业龙头企
业或小额担保公司为养殖企业提供担
保或提供房产抵押，三户联保才能贷
款。此外，饲草料、粪污处理等养殖成
本不断上升，进一步加大经营压力。
目前，玉米、豆粕饲料价格分别达 2980
元/吨和 3400 元/吨，较 2021 年分别上
涨 19.2%和 23.1%；生化处理每立方米
废水的成本为 15—20元，全市奶牛场
每天废水处理费至少178万元。

二是产量不断扩大，乳企产能未完
全释放。奶源与乳品消费供需不平衡
问题加剧，供需矛盾由产奶旺季才出
现的阶段性奶源过剩转变为全周期奶
源过剩。初步统计，截至 9月份，今年
全市奶牛存栏 32.83万头，生鲜乳产量

已达 125万吨以上。按日均生鲜乳收
购量 4000 吨计算，全年仅 140 万吨左
右。本地乳品加工企业受市场销路等
因素影响，实际加工产能仅占设计产
能的40%。

三是产业融合链条短，全价值链还
不充分。乳产品加工不够精深，深加
工和精品化处理不足，主要以供应原
料为主，常温液态奶占乳制品总量的
95.28%，且大多数停留在初级加工状
态。自有乳制品知名度较低，产品种
类、销售渠道少，几乎没有高端奶产
品、配方乳粉、休闲观光牧场、乳品体
验店等业态；知名乳业企业牢牢占据
大众牛奶市场，全市黄金奶源地的品
质优势没有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

四是行业垄断加剧，养殖企业利益
难以保障。一些龙头乳品加工企业从
企业融资、饲草供应、兽药使用等方面
对本地养殖企业都有不同程度介入。
在生鲜乳定价、产品检测等方面，龙头
乳品加工企业既当“教练员”又当“运
动员”，乳品加工企业受市场因素影

响，对生鲜乳限量、降价、拒收现象时
有发生，养殖方利益难以保障。

政策建议
加强市场分析，确保产业长期稳定

发展。一是坚持以市场导向与政策扶
持相结合，坚持“种养结合、农牧循环”
绿色发展理念，科学分析研判全市奶
产业发展面临的养殖成本上涨、鲜奶
销售不畅及奶价一路下滑等问题，以
市场机制调整组织生产、资源分配，引
导养殖企业增强阶段性抗风险能力，
确保奶业平稳渡过困难期。二是提升
农业管理部门及行业管理协会的数据
采集和市场分析能力，科学测算奶价
和各企业生产加工能力，根据实际情
况帮助指导养殖企业合理增减奶牛存
栏数量。鼓励企业通过资产重组、企
业兼并等方式，合理扩大生产规模，提
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三是落实龙头企
业订单收购，及时跟踪价格执行和合
同履行情况，严厉打击故意压价、随意
毁约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建立公

开透明的计价体系，健全由政府引导、
协会主导、企业参与的生鲜乳价格协
调机制，提高生鲜乳购销参考价格的
权威性与约束力。建立原料奶质量第
三方检测制度，统一质量标准，以质论
价，公平交易，保障各方利益，促进产
业健康高效发展。

实施阶段性补助，防止产业大幅度
波动。一是适时对市域内乳制品加工
企业收购增量进行补贴，鼓励龙头企
业稳定收购，多收鲜奶。对养殖场
（户）给予饲草补助，降低生产成本。
二是积极引导县区扩大政策性奶牛保
险覆盖面，提高政策性保险参保率，有
效防范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动双重风
险，探索开展生鲜乳价格保险试点，发
挥县区乡村振兴基金的风险防范作
用，提高奶产业风险保障水平。三是
以质量安全管控和市场风险防范为核
心，探索建立奶业生产、加工、消费协
调发展的一体化风险防控体系。加强
生鲜乳市场动态监测和预警，适时出
台阶段性扶持政策，防止因市场变化
导致奶产业大起大落。四是引导社会
资本向奶产业汇集，优化信贷资金供
给，创新“金融+产业”发展模式，大力
推广“牛劲贷”“养殖贷”“青贮贷”等金
融产品，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瓶颈问
题。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鼓励企业升
级改造。一是农业管理部门及行业
管理协会及时掌握新技术、新产品信
息，引导企业实现装备、产品、管理升
级，扩大加工规模，培育产业发展新
动能。引进行业龙头企业投资建厂，
让市场充分竞争，支持本地乳企发展
专精特新产品。二是加强奶牛良种
繁育及推广，聚焦奶牛种业短板，加
快奶牛选育技术研发，实施优质奶牛
性控冻精补贴项目，推广优质奶牛性
控冻精、性控胚胎。支持奶牛胚胎推
广示范中心建设。三是加强多元化
产品开发，依托乳制品加工龙头企

业，持续巩固高端液态奶加工能力，
积极拓展巴氏鲜奶、有机奶等新产品
加工链。培育乳制品加工企业，开发
高端婴幼儿、中老年配方乳粉等特色
产品。促进奶业一二三产融合，鼓励
对学生开展乳制品科普教育，建设乳
产品体验直销店。

大力发展优质饲草业，推进重要
产区种养结合。一是持续实施粮改饲
政策，在优势产区大规模种植高产优
质苜蓿，推广“青贮玉米+饲用小黑麦”

“春小麦+饲用燕麦”等复种模式，加快
完善集饲草加工、流通、配送为一体的
多元化饲草保障体系，提高就近就地
饲草供应保障能力，确保青贮玉米、优
质苜蓿自给率稳步提升。二是鼓励采
取粪肥还田、制取沼气、生产有机肥等
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加快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从重达标排放向重全量利用
转变，实现“种养结合、农牧循环”，不
断提高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建设
畜禽粪污集中收集处理中心，引进推
广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进一步
降低粪污处理成本。鼓励规模养殖企
业、合作社等建立粪污收贮运社会化
服务组织，配套粪污收贮棚及运输车
辆、撒粪还田车辆等设施设备，推进养
殖密集区域粪污资源化利用。

加强品牌提升，推动奶产业高质
量发展。一是充分挖掘宁夏奶产业文
化内涵，利用新媒体平台、公益广告、
展销活动等宣传宁夏、银川牛奶优势
特色、产品质量，进一步树立品牌形
象，扩大影响力。二是组织开展大型
农产品消费活动，发放牛奶消费券，加
大学生饮用奶计划实施力度，扩大覆
盖面。鼓励本地乳品品牌开展直播带
货、网红销售等，借助热门茶品牌效
应，开展联名销售活动。三是强化人
才保障，着力培育奶牛养殖场技术管理
骨干人才，加快推进银川市牛奶产业工
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奶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提高发展质效提高发展质效 推进奶业现代化推进奶业现代化
———宁夏银川推进奶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情况调查—宁夏银川推进奶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情况调查

———蒙牛牧场—蒙牛牧场SOPSOP对标互学对标互学、、奶牛奶牛““金钥匙金钥匙””活动在山东圆满收官活动在山东圆满收官

■■泰安市澳亚牧场数字奶牛泰安市澳亚牧场数字奶牛““金钥匙金钥匙””蒙牛专场现场蒙牛专场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封斌封斌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