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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一般在海拔 1800米以上
就不好种植，于是我们就请教了新

疆和甘肃张掖的专家们。经过他们
的推荐，‘金青 2号’比较适宜在格
尔木种植。在格尔木，大面积种植
青贮玉米我们算是头一家，目前效

果还不错。”青海省海西州州级农牧
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负责人安治邦
对记者说。

日前，记者来到合作社饲草加
工基地，现场生产如火如荼，伴着打
捆包膜一体机的轰鸣声，一捆接一
捆带棒的玉米青秆被叉车师傅熟练
地架上操作台，机械粉碎、自动压
缩、打捆包膜等工序一气呵成。随
后，一包包圆鼓鼓的青贮成品被工
人转运到储藏区，码放发酵，整装待
售。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位于柴
达木盆地腹地，享有中国“盐湖城”
美誉，平均海拔近3000米。

安治邦介绍，2022年，合作社积

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承
包了 1000多亩土地尝试种植青贮
玉米。

经过一年多的试种，青贮玉米
也获得了丰收。

“同时，我们合作社从整地、播
种、施肥、收割实现全程机械化作
业。新鲜的玉米植株连同玉米穗一
起收割下来后，经过粉碎、发酵后最
终形成了青贮饲料，每一包青贮饲
料重量可达到 500斤左右。我们预
计亩产能达 4 吨、年产量能达到
4000吨，按照每吨 650元算的话，每
年收入200多万元。”安治邦说。

相较于传统饲料，这种经人工
收割，机器粉碎、加工、密封发酵后

的青贮饲料，可以很好地保存养分，
解决冬春季节牛羊饲草不足的问题。

玉米全株离田加工成青贮饲
料，就是把进入成熟期的整株玉米
粉碎混合，经过厌氧发酵，转化为适
口性较好的纤维饲料，不仅能够完
整保存玉米的营养价值，还减去玉
米掰棒、秸秆收割的繁琐步骤，提高
效率，节约种植成本，避免秸秆焚烧
带来的环境问题，可谓一举多得，降
低了青贮玉米种植劳动力成本投
入，解决了收割难、运输难等问题。

“此外，当地村民在合作社干
活，一天有 200元工资，家里面的小
孩子老人也都能照顾，挣钱又顾
家。”安治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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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第3周生鲜乳平均价格

3.65元/公斤

据对全国 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
测，1月份第 3周（采集日为 1月 17日）仔猪、鸡
蛋、商品代肉雏鸡价格环比上涨，生猪、猪肉、鸡
肉、牛羊产品、饲料产品价格下跌，商品代蛋雏鸡
价格持平。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省份
生鲜乳平均价格 3.6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下跌11.0%。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2.70元/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1.5%，同比下跌11.2%。主产区东
北三省玉米价格为 2.47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8%；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2.86元/公斤，比前
一周下跌 0.7%。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4.13元/公
斤，比前一周下跌 2.1%，同比下跌 16.9%。育肥
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73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5%，同比下跌 7.7%。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8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8%，同比下跌
5.9%。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55元/公斤，比
前一周下跌0.8%，同比下跌6.1%。(农业农村部)

吉林省一季度生鲜乳交易参考

价为3.65元/公斤—3.85元/公斤

根据生鲜乳生产成本调查情况，以及当前乳
品市场供求形势，经吉林省生鲜乳价格协调委员
会召开 2024年一季度生鲜乳交易参考价协商会
议，确定2024年一季度生鲜乳交易参考价为3.65
元/公斤—3.85元/公斤。对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生乳》（GB19301-2010）的生鲜乳，乳企做到
应收尽收，生鲜乳购销双方应以交易参考价为基
础，按照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原则，协商确定生鲜
乳实际交易价格。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榆社打造国家

奶绵羊乳制品“新高地”

近日，山西榆社县迎来两支科研专家团队，他
们分别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国际奶羊产业
协会副主席罗军和山西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畜牧兽
医学会理事任有蛇带队，为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
项目——“太行之星”奶绵羊新品种培育而来。

当前，在国家、山西省各级政府的扶持下，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山西农业大学的两大科研团
队携手山西十四只绵羊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十四只绵羊”），稳步有序地推进“太行之星”奶
绵羊新品种的培育，以培育出我国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奶绵羊新品种，填补国家奶绵羊种业空白，
让国人喝到、吃到国产的奶绵羊乳制品。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乳用绵羊品种，奶
绵羊乳制品完全依赖进口。为了打破我国在这
一领域完全依赖进口的现状，在国家种业振兴战
略的带动下，在山西省政府的推动下，“十四只绵
羊”于 2016年落户榆社县。“十四只绵羊”围绕奶
绵羊牧业为主体，构建奶绵羊种业、奶绵羊乳制
品生产、商品肉羊繁育、羊粪有机肥料生产、有机
农业种植、标准化饲料加工六大产业，整体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有机生态循环产业链。2023
年 8月，“十四只绵羊”被授牌“国家羊核心育种
场”，成为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奶绵羊国家
核心种场。截至 2023年底，公司总投资超 1.3亿
元，建设、使用土地2400余亩，带动当地贫困人口
600余人就业。 （张杨 闫淑娟）

内蒙古内蒙古20232023年牛奶产量年牛奶产量792792..66万吨万吨，，同比增长同比增长88..00%%
□杨帆

1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
闻办举行2023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
新闻发布会，自治区统计局和国家统
计局内蒙古调查总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202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
环境和经济恢复进程中的艰难险阻，
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锚定“闯新路、进中
游”目标，千方百计谋改革、优环境、
促发展、强信心，凝聚起大抓发展、加
快发展的强大合力，为推动内蒙古经
济稳中向好创造了条件。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2023年，全区生产总值 24627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737
亿元，增长 5.5%；第二产业增加值
11704亿元，增长 8.1%；第三产业增
加值10186亿元，增长7.0%。

粮食稳产丰收，畜牧业生产态
势良好。2023年，全区粮食播种面
积10477.1万亩，比上年增加49.3万
亩；粮食总产量 791.6亿斤，比上年
增加11.4亿斤，实现“二十连丰”；粮
食作物平均单产达 378公斤/亩，比
上年提高约4公斤/亩。畜牧业生产
实现“十九连稳”，2023年全区猪、
牛、羊、禽肉产量285.4万吨，同比增
长 2.7%；奶牛存栏量 168.7万头，同
比增长 6.1%；牛奶产量 792.6万吨，
同比增长8.0%。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动能转换加快。2023年，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分
三大门类工业看，全区采矿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1%，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1.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3%。分不同类型企业看，全区国
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0%，
股份制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2%，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7.7%。从新旧动能转换看，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3.5%，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9.6%，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稀土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21.0%。

服务业快速恢复，经营效益明
显改善。2023年，全区服务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7.0%，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41.4%。其中，全区批发和零售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4.8%，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8%，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0%，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从服务行业效益看，2023年
1—11月，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10.0%，10个服务行
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有效投资
持续增长。2023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9.8%。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6%，第二
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3.1%，第三产业投
资同比增长4.4%。分重点领域投资
看，全区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6.4%，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2.0%，高技术
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4.5%。

消费市场加速回暖，活力不断
增强。2023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5374.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1%。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全区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4739.6亿元，同
比增长 8.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634.7亿元，同比增长9.2%。按消费
类型分，全区商品零售额 4707.9亿
元，同比增长 6.8%；餐饮业收入
666.4亿元，同比增长 18.4%。与此
同时，全区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449.0亿元，同比增长22.1%。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23年，
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130
元，同比增长6.1%。分城乡看，全区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676元，同比增长 5.1%；农村牧区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221
元，同比增长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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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月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
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
快速发展，食品委托生产因具有合
理配置资源、降低投资成本、提高运
行效率、缩短上市周期等优势，越来
越受到企业的青睐，已成为一种常
见的生产加工方式。不过，因委托
双方安全责任不够清晰、委托生产
信息不够透明等导致的问题，也成
为食品安全监管中不容忽视的问
题。1月 9日，市场监管总局就《食
品委托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其中，涉及诸多消费
者关心的热点话题。

提高特医食品生产门槛
近年来，固体饮料因携带方便、

即冲即饮等特点，受到消费者的欢
迎。线上线下销售的固体饮料产品
种类丰富，如奶茶粉、果汁粉、蛋白
质粉等，其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
不等。产业研究机构艾媒咨询数据
显示，我国固体饮料市场规模从
2014年的 780.0亿元增至 2019年的
885.6亿元，预计2024年市场规模将
达到1051.6亿元。

当前，固体饮料“伪装”成婴幼
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等销售的现
象时有发生，这些产品均存在利用
产品名称、图形、文字、色差、字体、
字号等多个信息点指向特殊医学用
途食品、误导消费者。然而，固体饮
料是普通食品，不是婴幼儿配方乳
粉，更不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其蛋白质和营养素含量远低于婴幼
儿配方乳粉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不少新手爸妈囿于知识不对

称，加之不良商家打擦边球式的营
销推广，容易产生混淆。2021年，市
场监管总局公布民生领域案件查办
第五批“铁拳”行动典型案例，其中
一起案例显示，益康元（深圳）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因使用固体饮料冒充
特医奶粉被警告并处罚款 1452.57
万元。

《办法》提出，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不得进行委托生产，纳入地
方立法管理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等生产经营主体不得从事食品委托
生产活动。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也称
“特配粉”“特医食品”，是指为满足
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
或者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
者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
而成的配方食品。

注册营养师蔡华表示，根据国
家标准，固体饮料的蛋白质含量必
须达到要求，但对于维生素、矿物
质的量和种类没有要求。不良商
家误导消费者把固体饮料当婴幼
儿配方奶粉使用，会导致婴幼儿维
生素、矿物质缺乏，从而造成一些
疾病。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农文旅
产业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对
记者表示，《办法》通过规范食品委
托生产行为，强化生产商的质量控
制意识和责任，有助于规范食品生
产行业，减少低质量产品的出现，也
有助于推动小型食品生产企业向规
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提高整个行
业的质量水平。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
对记者表示，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不得进行委托生产的规定，将有
力地保障特殊人群的饮食安全，减

少因食品质量问题引发的社会问
题。

食品生产链监管趋严
《办法》显示，根据食品生产许

可有关要求，需要完整工艺生产的
食品不得委托多个受托方分段生
产。委托方不得将同一保健食品分
段委托生产。此外，委托生产的食
品，应当同时标注委托方和受托方
的名称、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或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凭证编号、地
址、联系方式。在企业名称前冠以

“委托方、受托方”或“委托单位、受
委托单位”等字样。

付建认为，《办法》规定委托方
不得将同一保健食品分段委托生
产，强化了委托方的责任，确保生产
商对其产品质量和安全负完全责
任，减少了因生产环节外包而可能
导致的质量问题，避免了产品质量
的不稳定性，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
保障消费者权益。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加强对产
品的直接控制，确保生产商对其产
品质量和安全负完全责任，同时确
保生产商必须具备相应的生产条件
和技术能力，对于特殊医学用途食
品的安全至关重要。

《办法》强调，特医食品标签应
当真实、准确、清楚、明显，符合法规
标准要求；严格标签主要展示版面
应当标注的内容，便于消费者识别；
明确产品标签不得对产品中的营养
素及其他成分进行功能声称，防止
误导消费者。

付建认为，《办法》的亮点还体
现在其对食品委托生产的严格限
制和严监管，明确了食品生产委托
双方的资质要求、原料交付验收、

产品检验留样、生产过程监督、不
安全食品召回及赔偿等责任义务，
也对合同约定事项和标签标识进
行了明确的规定。“释放了对食品
委托生产产业链的严监管信号，而
食品委托生产也正是消费者所忧
虑的、市场上普遍需要规范的领
域。”付建说。

促进食品产业升级
随着监管趋严，《办法》将促使

食品生产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条件
和技术能力，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
竞争力。同时，对于一些小作坊等
生产经营主体来说，如果不能达到
相关要求，可能会面临被淘汰或转
型的压力。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办
法》的出台将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体系，为监管部门提供更
加明确的依据。对相关企业来说，
机遇与挑战并存。《办法》规范了食

品委托生产的流程和标准，提高了
行业的进入门槛，企业需要提高自
身的生产条件和技术能力，有助于
提升整体行业水平。

袁帅认为，《办法》的出台将促
使食品生产企业更加注重自身的生
产条件和技术能力，加快产业的升
级和规范化发展。同时，对于不具
备相应生产条件的企业，将促使其
退出市场或寻求合作，进一步优化
市场结构。

“整体来看，《办法》的实施将有
助于提升食品安全水平、促进产业
升级和规范化发展以及强化政府监
管，将督促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更加
安全、可靠的食品供应，推动食品产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袁帅表示，加
大对食品行业的监管力度，鼓励企
业自主提高产品质量，才能推动整
个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避免劣
币驱逐良币，长远来看，对企业和消
费者都是重大利好。

特医食品有望告别代工模式特医食品有望告别代工模式

1月 18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
会在京召开了 2024原料乳供应与
发展趋势论坛并成立第二届奶源基
地建设专业委员会。会议采用线下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协会常务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出席会议并致
辞，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刘超作第一
届奶源基地建设专业委员会工作总
结。会议通过了《奶源基地建设专
业委员会工作制度》和奶源基地建
设专业委员会组成名单，发布了中

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优质奶源牧场
管理规范》。

刘美菊秘书长在致辞中表示，
得奶源者得天下，奶源是乳业发展
的基础和关键，奶源是企业的第一
车间，没有优质的奶源就没有优质
的乳制品。构建奶源基地建设新发
展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建设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环保、数智化、规模
化牧场已成为我国乳业奶源基地建
设的重中之重，也是不断提升我国

乳业国际竞争力、促进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保障。

刘超常务副秘书长代表协会对
第一届委员会的工作做了总结，对
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们所付出的辛勤
工作表示感谢，并对第二届专业委
员会今后的工作方向做了重点说
明，提出了具体要求。

委员会吸纳了奶源基地建设各
领域人才，委员会成员既有来自奶源
基地的一线管理人员，也有来自科研

院校的专家学者和培训机构的代表，
特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奶牛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胜利为首
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曹志军、
伊利集团奶源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勇
利等16人担任副主任委员。

会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曹志
军做了《奶牛母子一体化之后备牛
培育》的专题报告，伊利集团原奶业
务企业事务总监宣红军做了《构建
新发展格局，实践奶业新质生产力》

的发言，北京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奶
源管理部总经理郑健强以详实的数
据分析了 2023年中国奶源供需情
况，光明牧业总经理袁耀明介绍了
光明乳业奶源基地建设情况及下一
步规划，君乐宝乳业副总裁侯新峰
做了君乐宝奶源建设经验介绍，雀
巢公司奶品部经理张建全介绍了雀
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坚持奶牛饲养
培训工作，带动可持续发展的具体
实践。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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