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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奶产奶→→““卖卖””奶奶 小黑山牧场的小黑山牧场的““变形计变形计””

地方资讯地方资讯

“风吹麦浪，丰收在望。”内蒙
古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的乡村道路
两侧机器轰鸣，一台台收割机、搂
草机穿梭在大田里收割、翻转、打
捆苜蓿，一片片缀满紫花的“绿地
毯”变成了“条纹毯”，一片丰收景
象悄然映入路人眼帘。

“我们家这片紫花苜蓿 200
亩，种植品种为‘中苜 3 号、4
号’。今年雨水气候好、土地墒
情优，头茬苜蓿长势喜人，施肥
的苜蓿三茬收割下来，亩产量可
达 1吨左右，产值 2000元以上，
产值同玉米相当。且苜蓿为一
次性种植，后续投资的劳动力和
成本都较少，这样就能腾出更多
时间发展养殖业，是我们这些养
殖大户种植的首选。”阿日勒嘎
查种养大户张良目高兴地说。

据了解，紫花苜蓿生长期为
30天左右，收割期内，生长高度
达到25—30厘米，通过观察其花
苞和花蕾，以及茎的质感和木质
化，再结合天气情况及时开展收
割工作。如果长时间耽搁不能
收割，花期较长，苜蓿草就开始
枯黄，蛋白质含量也会随之降
低，营养流失，严重的还会影响
下一次收割的产量和质量。

紫花苜蓿素有“牧草之王”
的称号，以蛋白质含量高、抗旱
耐寒性强、饲喂易消化、适口性
较好而著称，是饲喂牛羊的不二
选择，苜蓿草有晾晒和新鲜打捆

两种方式。刈割晾晒到水分
18%以下，就能打捆装车了，打捆
的方式多样，有规范的“豆腐
块”，也有大型机械一次性打包
的圆柱体。有条件的农户利用
密封打捆机，把新鲜的苜蓿打捆
成为密封发酵包装，这样的“草
罐头”能形成一个密封厌氧的环
境，不仅有利于牧草发酵，还可
以有效地防止草料腐烂变质。
发酵产生乳酸菌也更有利于肉
牛肉羊肉质转化，有科学数据显
示，用发酵的草料饲喂奶牛，奶
量能提高10%左右。

据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副镇
长贾志伟介绍，城川镇今年种植
苜蓿、燕麦等高质量饲草 10 万
亩，年产优质苜蓿 10万吨、预计
产值2亿元以上。

近年来，鄂托克前旗城川镇
围绕“菜草畜”亿元级产业链，依
托地处北纬 38度优质饲草料种
植“黄金带”的区位优势，以“种
养结合、以种促养”为抓手，按照

“生态优先、以草定畜、草畜一
体、循环发展”的理念，大力推动
优质饲草新技术、新品种的引
进、示范和推广，持续在饲草料
基地建设的产业化、规模化、机
械化、标准化上下功夫，有效引
导农牧户融入种养结合的产业
链中，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

（王丽 张峰 李昊）

内蒙古鄂托克前旗
10万亩紫花苜蓿开镰收割

早在春节前，河南盛全农牧
有限公司负责人收到一个振奋
人心的好消息，由河南省奶牛生
产性能测定中心（以下简称：河
南 DHI）、河南省奶牛产业技术
体系与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合作推出了《新型政
银担省级奶牛养殖产业服务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
案》提出，凡是在河南奶牛品种
登记平台数据库中既参加品种
登记又参加生产性能测定的奶
牛场可获得最高 200 万元的担
保贷款，这给省内许多奶牛养殖
企业的发展增强了信心，盛全农
牧便是其中之一。

盛 全 农 牧 存 栏 奶 牛 1200
头，每天生产成本约 6万元，最
近国内生鲜乳收购价持续下跌，
再加上饲料等养殖成本增加，让
奶牛场生产面临巨大资金压
力。《方案》一经发布，他们便主
动对接相关单位寻求资金支持，
最终在今年 3 月份成功获得授
信贷款 150 万元。“我们完全符
合《方案》里支持的奶牛养殖场
条件，没想到做好奶牛的品种登
记和生产性能测定，还能帮助解
决贷款！”该公司负责人付毕翠
说。

奶牛的生产性能测定可以
通过收集和分析泌乳牛的生产
性能数据以及牛群的基础资料，
全面了解现有牛群和个体牛只
的产奶水平、乳成分等情况。不
仅对乳房健康和繁殖相关问题
具有预警作用，而且还可以综合
评估个体牛和牛群的生产和遗
传性能，从而发现奶牛生产管理
和育种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及时
采取解决措施。近年来，河南省
大力推动奶牛品种登记和奶牛
生产性能测定工作。河南 DHI
参测养殖场 117个，共测定奶牛
90535 头。多年的性能测定工
作，让河南DHI收集了大量的数
据，建立了河南奶牛品种登记平

台，基本摸清了全省奶牛生产基
本情况。截至今年 4月，河南奶
牛品种登记平台累计登记了 304
家牧场 57.27万头奶牛的档案信
息，是国内最大的省级“奶牛户
籍登记”数据平台。同时，由于
测定数据的真实有效，可直接从
数据反映养殖场当前生产情况，
实现数据监测生产的功能。

“2019 年我们在美国考察
时发现，当地奶牛场可以根据
性能测定数据获得金融机构的
授信贷款，这为我们河南奶业
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解决问题
的新思路。”河南奶牛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专家张震介绍，他们
在近期的多次调研中发现，随
着奶牛养殖成本的增加、消费
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目前
奶农的资金压力巨大，许多奶
牛养殖场发展面临困难。因
此，他们就想着寻找更多方式
助力养殖场渡过难关。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
终于在今年初成功推出了《方
案》，让我们河南 DHI多年积累
的科研权威数据实现更多的价
值，助力更多的河南奶牛养殖场
发展。”张震表示，目前国内养殖
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活体畜禽的
经济价值不仅体现在流通中，也
逐渐被作为资产可用于抵押，但
活体畜禽的鉴定和监管较难，河
南 DHI通过与河南农信担公司
合作，将搜集到的测定数据授权
给农信担公司，让其能实时监管
申请人养殖场的生产情况，解决
了活体抵押的监管困难，打通金
融机构与养殖场的信息壁垒，从
而实现“数据变现”。

截至 2024年 4月底，河南省
农信担公司共支持奶牛养殖场
57户，累计放款 8899万元，金额
为 50万—100万元的占比 57%，
有力支持了当地奶牛养殖企业
发展。

（冯建伟 杨惠）

河南DHI数据变现
养牛贷款不再难

5月中旬，乳品厂 12吨产品生产
线建设正式完工。目前，优源乳制品
厂总投资已经有 700余万元，这座总
占地面积 1800平方米的乳品厂已建
成酸奶生产车间、奶皮子车间、冷冻
库、保鲜库等基础设施。

据马喜军介绍，“马五五奶皮子老
酸奶”已经入围今年的哈尔滨冰雪
节。“哈尔滨文旅局相关人员之前专
程来到乳品厂进行了实地考察，对于
产品生产加工、产品品质做了深入的
了解，并买了酸奶回去进行试吃。”没
过多久，马喜军就收到了哈尔滨文旅
局确切的回复消息，并且要求每天保
证 3吨的供应量，“按照 500克一瓶装
来算，就是每天供应6000瓶。”

除了线下的稳定销售，在线上，
“马五五奶皮子老酸奶”、奶豆腐同样
是畅销产品。这段时间，乳品厂的工
人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赶制酸奶以

及奶豆腐产品。“前几天，奶豆腐在电
商平台直播带货时售出 5000块，我们
正在赶制这一批奶豆腐。”马喜军告
诉记者，过去开拓市场全靠两条腿，
现在依靠线上直播，短短几分钟就能
卖出几十万元的货品。如今，“马五
五奶皮子老酸奶”的代理商已经有将
近60个，且还在陆续增加中。

直播带货的模式，让马喜军真切
的感受到了品牌效应的力量，同时，也
更让他意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当
前，马喜军正在与技术人员研发新的
产品——芝士奶豆腐，并打算于今年
年底上市。为了保证产品的品质和口
感，马喜军和技术人员多次前往锡林
浩特牧民家中学习制作方法和经验。

对于自己当前的产业发展，马喜
军总是保持着严谨而认真的态度，在
他看来，无论是从无到有的创新型技
术，还是稳定、规模化的生产应用，产

品的每一次创新突破都是无数次的探
索。“我们目前的产业发展，有着歪打
正着的幸运，也有着自己摸索探路的
艰辛，每件事情的成功在别人看来并
不难，但是只有自己知道这其中的困
难和不易。”

眼下，养殖大环境不景气，牧场原
奶收购价格较低，马喜军也在降低养
殖成本方面开始着力部署。马喜军所
承包的 2000亩地也已经完成了青贮
玉米的种植工作，牧场奶牛未来一年
的“口粮”有了保障。

在马喜军所有的发展计划中，把
奶牛养好始终是计划中的首位。“我
始终记得当年国外的技术专家驻场进
行技术服务时所说的话，他告诉我，
如果能把奶牛当成是自己的孩子去
养，那么你的牧场就能够长久的运营
下去。”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重点领域坚持“一子落”，
发展创新棋局“满盘活”。在马喜军
心中，无论产品卖得多好，奶源质量
是头等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优质
的奶源是决定奶食品品质的根本要
素。”

乳品厂→品牌市场检验最真实

初夏时节，气温宜人。在小黑山
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里，奶牛们正悠
闲地嚼着草料，晒着太阳。

小黑山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前身是当地规模较大的一座奶站，
随着国内奶牛养殖产业的快速发
展，规模化、现代化、科学化的养殖
模式逐步取代了散户以及小区养殖
模式。马喜军把散户的奶牛购买之
后于 2011 年将奶站改建成了牧场，
并以 390 头奶牛的存栏规模开始了
全新的“养牛生活”。

尽管和奶牛打了多年的“交道”，
但马喜军发现，要从技术层面上把牛
养好，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为此，
马喜军不断参加各种技术学习培训，
通过蒙牛乳业搭建的“奶牛金钥匙”

“中丹中心”项目等技术平台提升奶
牛养殖技术以及管理理念。

经过技术专家对奶牛饲喂管理、
精细运营、疫病防控等给出的针对性
建议措施，小黑山奶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开始“成长”起来。在牧场不断改
进的工作中，赶牛这件小事儿让马喜
军感触颇深。“过去在牧场里赶牛，工
作人员除了吆喝之外，偶尔也会用棍

子敲打奶牛，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样
的行为会对奶牛的健康以及产奶造
成很大的影响。”马喜军告诉记者，

“就是因为不懂养殖技术，养牛才走
了不少的‘弯路’。”

不断学习，不断改变。多年来，
在养好牛这个问题上，马喜军也逐
步总结出了自己的心得。“奶牛的高
产和健康离不开舒适度以及营养管
理，但这并不是绝对性因素，奶牛在
牧场里能不能保持好的心情，能不
能休息好，这才是起主导作用的因
素。”

为了让奶牛的心情更加“愉悦”，
牧场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按照“牛走、
床平、料到、粪清”的工作流程精心为
奶牛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随着气
温的升高，牧场的风扇也开始运转起
来，清洁的水槽中每天都准备着新鲜
清凉的饮水，为奶牛们解暑纳凉。这
些年里，牧场里奶牛疾病的发病率以
及淘汰率显著下降，奶牛单产稳步提
升。

如今，小黑山奶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存栏奶牛已经达到 1700 多头，奶
牛平均单产从过去的十几公斤提升

到 39.5公斤，日产奶量达到 23吨。
奶牛越养越好，牛奶质量越来越

高，这让马喜军充满了干劲，与此同
时，马喜军也开始琢磨牧场未来的发
展，而在偶然的一次外出学习考察
中，让他找到了新的发展思路。

2020年，马喜军在锡林郭勒盟正
蓝旗学习考察时，看到当地的传统奶
食品销路非常好，同时，这些奶食品
浓郁的奶香和口感也让他记忆深

刻。这次的考察学习之旅在马喜军
的心里埋下了建厂卖奶食品的“种
子”。接下来的时间里，马喜军不断
地前往正蓝旗学习奶食品的制作工
艺和手法，并根据市场消费习惯将传
统奶食品进行口感和口味的创新。
在 2021年 6月，优源乳制品厂破土动
工；2022 年 6 月正式投产，投产后的
乳品厂也让马喜军的养牛生活再一
次发生了改变。

奶站→牧场养好牛最关键

□文/图 本报记者 杨丽霞

走进优源乳制品厂车间里，浓郁
的奶香味扑面而来，各种功能的机器
设备不停地运作，工人们正紧锣密鼓
地加工制作奶制品。

马喜军告诉记者，目前乳品厂里
生产的产品主要有酸奶、奶皮子、奶豆
腐、奶锅巴等产品，每天有10多余吨的
生产量。其中，“马五五奶皮子老酸
奶”是厂里卖的最好的产品，每天都供
不应求。

据马喜军介绍，这款奶皮子老酸
奶平均每两天发货一次，一次发货量
在3吨左右，所有产品不仅供内蒙古自
治区全区销售，同时还有北京、上海等
城市的订单。这款奶皮子老酸奶究竟
有何“魅力”，能够快速打开市场？

提到这款奶皮子老酸奶，马喜军
颇为感慨，“从打开市场，到站稳脚跟，
再到代理加盟，一路走来真的非常不
容易。一个产品要想赢得消费者的认

可，市场给你的机会只有一次。”
马喜军告诉记者，“‘马五五奶

皮子老酸奶’最初进入通辽当地市
场 销 售 时 ，基 本 上 一 瓶 都 卖 不 出
去。因为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不了
解，加上当地也有消费者非常认可
的知名品牌酸奶，所以新产品很难
去打开市场。”

面对这种情况，马喜军改变了
思路，“既然卖不出去，那咱就免费
送。”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马喜军陆
续将 2000多瓶酸奶在女性消费者相
对较多的店铺、单位里进行免费赠
送。“我们免费赠送酸奶时，会让消
费者帮忙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送一
下喝酸奶的感受以及产品的图片。”
在累计送出 10余吨的酸奶之后，“马
五五奶皮子老酸奶”开始在通辽地
区的“乳品圈”里出圈，产品订单相
继而来。

事实上，奶皮子酸奶在通辽当
地以及内蒙古来说并不算是新兴产
品，其制作流程也并不复杂，而“马五
五奶皮子老酸奶”进入市场中能够得
到认可，马喜军认为最关键的因素还

是在于产品的品质。“原料的‘好坏’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酸奶是否能吸引消费
者进行复购。在牛奶的使用上，我们
都是用自己牧场生产的原奶，原奶指
标不仅安全可靠，脂肪含量以及蛋白
含量也都很高。此外，在产品研发上，
除了针对市场上畅销的老酸奶产品做
了仔细的研究，我们也结合传统奶制
品的生产工艺，将酸奶的口感以及奶
皮子的制作都做了新的调整。”

安全可靠的原料，创新美味的口
感，“马五五奶皮子老酸奶”逐步走出
了通辽市，内蒙古全区的代理商也陆
续确定。

为避免产品走红存在产品售价
乱、品质稳定性差、同质化等问题，
马喜军在布局市场前就已经做好了
这些方面的考量。在产品同质化
上，马喜军很有自信，“我们产品生
产的核心技术都是自己研发专属
的，别人很难模仿。”在地区代理商
方面，马喜军坚持一个地区一个代
理商，“代理商太多，产品定价就会
出问题，这样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
和口碑。”

牧场→乳品厂品质才是硬道理

关注奶源市场价格变化、了解最新乳制品生产技术、参

加奶牛养殖技术培训……作为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鲁北

镇小黑山村小黑山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以及优源乳制品厂

的负责人，马喜军每天都忙碌在牧场、工厂和市场之间。

从开奶站、养奶牛，到建乳品厂，再到直播卖货，马喜军

这位从业20余年的养牛“老兵”，用一次次坚持的态度、一幕

幕生动的场景“诠释”了奶业新时代下养殖市场的巨大变

化，也让这座现代化牧场里有着太多说不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