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牧场都在“降本增效”上牟足
了劲儿，奶牛饲料替代正在成为牧场运营
发展的“新课题”。

在谢兵看来，国内牧场在饲料替代方
面也在因地制宜的“随需应变”。据谢兵介
绍，2023年，很多牧场不仅储备了青贮饲
料，黄贮饲料同样也储备了不少。“黄贮饲
料基本上是给后备牛饲喂的，这比过去苜
蓿+青贮的饲喂方式节约了相当大的成
本。当然，黄贮饲料同样要做好各个环节
的收储工作，把控好质量关，作为青年牛的
常备粗饲料是可以的。”

据了解，北方一些牧场将本地的玉米
秸秆充分利用起来储备了黄贮饲料，得到
了良好的实践应用。与此同时，华北地区
的部分牧场通过将小麦秸秆应用到奶牛饲

喂当中，将奶牛公斤奶饲喂成本降到了2
元/公斤。“现在牧场降本增效工作大方向上
都得到了共识，比如提升奶牛单产，做好牛群
结构调整优化。而在降低饲料成本方面一
直都在摸索着进行，在去年，很多地区都将本
地饲料资源的潜力充分挖掘并充分利用起
来，通过相应的技术指导，对牧场降低饲料成
本起了很大的作用。”谢兵告诉记者。

事实上，牧场降本增效工作不是一朝
一夕的“急活”，一定要做好“细水长流”的
各项工作规划才能扎实的体现在最终的
收益当中。每到牧场当中，谢兵总是会将
工作生产流程细细梳理一遍，如果有不合
理的地方随时做出调整或者取消、合并，
通过优化流程后达到节约时间、节约人
工、减少损失的目标。与此同时，谢兵在

日常工作中更加细致，哪怕发现一个能
“降本”的细小“线索”，他都能研究半天。
“比如TMR日粮搅拌车的行走路线设计，
找到最优路线不仅可以节省燃油，还可以
减少刀片的磨损；再比如奶牛挤奶的过程
中，员工要更有耐心，牛群应激减少，在奶
厅通道以及挤奶厅里就会减少排粪，从而
减少冲洗用水的使用量。”

大到一座牧场建设，小到优质青贮标
准执行，这些年里，谢兵组织团队制定奶
牛场建设标准、牧场SOP操作标准，实践
着伊利精益牧场打造模式、建立牧场系统
化经营管理解决方案。2023年，通过谢兵
技术服务的76座牧场公斤奶饲养成本环
比下降0.22元/千克，有效实现了降本增
效。

2024年已经开始，谢兵今年的主要
工作目标是，通过技术帮扶为所服务的养
殖企业以及牧场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痛点、难点，加快技术升级、流程革新，让
牧场的经营状况能够有全新的改变，有效
提升牧场的整体竞争力。“为牧场技术创
新服务好‘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个养牛人
都感受到技术带来的改变，这不仅仅是技
术的价值，更是我们在牧场里披星戴月的
意义所在。”谢兵表示。

““随需应变随需应变””降成本降成本

■■减少饲料浪费是牧场降本增效的关键要素之一减少饲料浪费是牧场降本增效的关键要素之一

在日常工作中，谢兵除了对牧场各
个环节查漏补缺外，也会与牧场里每位
员工沟通交流，并定期召开“牧场经营
分析会”，通过分析奶牛最新的生产生
活状态，从大量的数据中找到千丝万缕
的联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
也关注牧场员工工作过程中各项操作
流程的反馈。这也让谢兵在第一时间
把各个工作环节中的各类问题做到源
头发现、迅速处置，形成后续跟踪及反
馈闭环，将潜在的问题杜绝在萌芽状
态。“稳步运营的牧场，一定离不开牧场
团队的精密配合。”在谢兵眼中，牧场里
的“大事小情”能够及时被发现，离不开
每一个人工作时的责任心以及团队的
密切协作，“‘人’也是直接影响着奶牛
健康以及牧场效益的关键要素之一。”

在牧场中，各个岗位就像是“齿
轮”，形成了环环相扣的生产运营链条，

而一个工种的疏忽就会为其他工作埋
下隐患。“从牛舍整个工作流程来看，要
做到牛走粪清，料到床平水满，而如果奶
牛还没有走出牛舍，就把料投上，那奶牛
就不愿意再去挤奶厅挤奶。此外，有的
牧场里的员工在奶牛躺卧的时候整理卧
床，打扰奶牛休息就会影响它的产量和
健康。”谢兵告诉记者，牧场里人员工作
衔接方面十分重要，比如繁育员或者兽
医在给奶牛调群后，没有将调群信息及
时传递到饲喂组，造成下料单的不准确，
然后导致空槽或者剩料，造成浪费。此
外，在奶牛挤奶回来吃料时，繁育人员要
在第一时间进行奶牛配种工作，兽医也
要在这个时间里检查有状况的奶牛。

在挤奶厅里，每个人的工作节奏和
工作效率同样需要高效的配合。“赶牛的
节奏、前三把奶的刺激再到上杯过程，任
何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奶厅整体

的工作效率。”谢兵表示，面对牧场冗长
的工作链条，要想做好衔接、做到闭环，
一定要做好团队以及关键岗位人员的培
养工作。“这其中，首先要尽可能保证牧
场人员的稳定性。如果岗位员工不能长
期固定，对于工作衔接开展以及牛群的
应激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

在数字化的养牛时代，牧场里智能
设备以及数据平台全面应用。“奶牛发
情监测系统、疾病揭发系统以及自动分
群门等设备的应用让牧场员工的工作
变得更加轻松和便捷，但同时也要求他
们掌握各种设备的应用、相关技术的精
准实施、异常数据的判断等方面的内
容。”谢兵告诉记者。

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要躬行”，在牧场里看似简单的操作
流程，实则是需要通过一次次细致的指
导和操作后才能熟练掌握的专业技

术。洞察到当前牧场在奶业新时代下
面临着快速提升和转型升级，牧场专业
人员养殖技术、操作流程需要提升精进
的需求，伊利通过奶牛科学研究院构建
了“产学研”综合赋能平台，通过全球资
源调动、提炼行业先进管理理念，陆续
开办“牛二代”牧业精英实操训练营、

“牧场繁育专班”“牧场保健专班”“牧场
营养专班”等管理专项培训项目，满足
养牛人发展需求的同时，也为牧场提升
竞争力提供了扎实的平台。

通过专业培训后，牧场人员专业技
术以及理念不断提升，这让长期深耕于
牧场服务一线的谢兵在持续开展技术
服务方案制定和落地的工作配合度更
加有效，“人员高效配合，奶牛健康生
产，我们要做好的就是尽全力通过构建
系统化、专业化的技术服务解决方案帮
助牧场降本增效。”谢兵表示。

高效配合离不了高效配合离不了

■■在挤奶厅里在挤奶厅里，，工作节奏和工作效率需要高效配合工作节奏和工作效率需要高效配合

““智理智理””牧场很重要牧场很重要

室外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牛舍内
温度适宜、奶牛怡然自得。在巴彦淖尔
市杭锦后旗三道桥镇和平村的一座牧
场里，奶牛们结束了挤奶工作陆续返回
牛舍中。此时的谢兵刚刚结束检查奶
牛卧床舒适度的工作，“试一试卧床的
松软度和含水量，以确保为奶牛营造舒
适安逸的躺卧环境。”

这座牧场成立于 2022 年，虽然处
于奶价低迷、成本高位的波动周期，但
是牧场整体运营并没有受到太大影
响，牧场奶牛平均日单产从过去的 34
公斤提升到了 40公斤，公斤奶的饲喂
成本从 2.6元/公斤降至 2.3元/公斤，这

样的成果让牧场更加坚信，牧场必须
要不断随着环境变化而转型升级，必
须要紧跟新形势、认准新变革、敢于闯
新路。

在谢兵看来，奶牛健康成长、单产
提升，牧场蓬勃发展，与各个环节的精
细化管理、“智理”密不可分。“随着科技
的进步以及牧场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养
牛工作中的管理与‘智理’成了‘黄金搭
档’。管理，关键在于‘人的工作’；‘智
理’，则聚焦为牧场降本增效。”

“对于牧场来说，饲料成本是牧场
运营成本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制作高品
质青贮则是降低饲料成本最直接的办

法。”谢兵告诉记者，青贮的损失每个环
节、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很难被人们发
现和重视，这无形中就增加了很多成
本，只有将这些损失降到最低点，才能
更好的降低成本。

在谢兵的技术指导下，牧场通过将
青贮留茬高度提高，保留在30公分以上，
避免了过去留茬高度低导致收割过程中
带入泥土和微生物的风险，同时，注重青
贮制作过程中的各个细节，从源头开始
降低青贮损失。在日粮制作方面，玉米
粉碎的颗粒度从过去的2—3毫米控制到
了 1—1.5毫米之间，从而确保奶牛对日
粮的消化率更高。

此外，谢兵特别强调牧场应注重饲
草料库管理、库存盘点等方面的工作，

“这些都是牧场损失浪费比较大的环
节。”针对奶牛饲喂各个细节的调整和
管理，让奶牛TMR日粮制作更加规范，
日粮营养和稳定性也更加精准。“饲料的
健康营养是保证牛群健康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也要尽可能的消除对奶牛产
生应激的因素。”谢兵表示，当前，牧场里
智能化、机械化设备的应用，节省了很多
的人力，然而照料奶牛“日常起居”依然
需要细心和细致，“我们注重实践奶牛福
利，同时考验的是牧场团队快速落地的
执行力以及高效的配合能力。”■■舒适的卧床可以增加奶牛的躺卧时间舒适的卧床可以增加奶牛的躺卧时间

挤奶更舒适、饲喂更精准、食谱更营养……在奶业高质量发展的路上，伊利精益牧场运营这一现代化养殖理念正在深入到全国各地的

牧场中。科学养殖、数“智”技术为奶牛每天的生产、生活带来悄然变化，也为牧场实现降本增效提供了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模式。

在伊利奶牛科学研究院技术服务专业经理谢兵看来，牧场运营发展对技术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而迫切。面对当前乳制

品消费端的低迷，奶牛养殖数字化、智能化、科学化的技术浪潮让正处在转型阶段的行业牛人们看到了更多希望。谢兵也通过自己在养牛

技术领域中的“绝技绝活”，围绕降本增效、精准饲喂、精益运营等服务项目，对牧场开展全方位、全领域的技术服务，让牧场走上规模化、专

业化、现代化养殖之路的同时，也具备了扎实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更稳定的盈利能力。日起月落，四季更迭。长期驻守在牧场的谢兵追寻着

自己的内心所喜，完成着一项项工作目标，对于他而言，能成为牧场技术改革创新的推动者无比荣光，“在这里，技术的力量被看见，我们的

‘声音’被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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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杜兆侠

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
由布鲁氏菌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

病，是当前我国重点防控的人畜共患传
染病之一。近两年布病在人间及畜间
感染率均呈上升趋势，农业农村部于
2022年 3月，制定印发了《畜间布鲁氏

菌病防控五年行动方案（2022—2026
年）》，确定了我国到2026年的布病整体
防控目标，力争早日实现净化。

为助力布病防控，推进疫病防治科

技创新，加强沟通协作，学习国际上成
熟的布病防控技术经验，保障全社会公
共卫生安全和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月 13日，由内蒙古兽医学会、内蒙古
兽医协会主办，内蒙古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协
办的“第二届布鲁氏菌病防控技术高峰
论坛”在内蒙古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召开。国内外知名布病专家在会上分
享了布鲁氏菌病的防控与净化经验和
研究成果，来自疫病防控系统、养殖企
业、乳制品企业、兽药企业、科研院校的
近200位专家学者和相关从业人员汇聚
一堂，共同就布鲁氏菌病的防控与净化
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人类健康事业的发
展献计献策。

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内蒙古自治

区农牧厅副厅长赵玉生指出，布鲁氏
菌病对畜牧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存在巨
大威胁，防控与净化布鲁氏菌病对于
保障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论
坛的举办搭建了一个布病防控工作交
流与合作的平台，希望业界全体共同
推进布鲁氏菌病防控与净化的研究和
实践。中国兽药协会会长才学鹏详细
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布病防控行业的发
展现状和最新的技术研究方向，并对
金宇生物未来引领行业发展提出了殷
切希望。

论坛现场，内蒙古金宇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金滴（Rev.1）羊布鲁
氏病活疫苗”新产品，标志着我国在布
病疫苗的开发研制上取得了积极成效，
将有力促进我国布病防控水平的提高，

有效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
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布鲁

氏菌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诊断、治疗
及预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
流，并就如何加强国际合作、提高防控
效果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们
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临床经验和防
控策略，为与会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
料和实践指导。

本次论坛的举办，为布鲁氏菌病防
控与净化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
力。与会者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论坛
为契机，继续深化研究和实践，为保护
人类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们
也期待下一届论坛能够继续搭建这一
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推动布鲁氏菌病防
控与净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助力布病防控助力布病防控 促进畜牧业生产安全促进畜牧业生产安全
———第二届布鲁氏菌病防控与净化高峰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第二届布鲁氏菌病防控与净化高峰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

□文/图 本报记者 杨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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