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8日，2024年“千里边疆 四季乌珠穆沁”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暨奶食节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
乌珠穆沁旗开幕。

近年来，东乌旗聚焦建设国家重要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做优做强地方传统奶制品产业。目前，全旗已
有2家手工作坊提档升级为生产企业，7家经营主体获得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授权，培育打造了乳制品
生产小作坊91家，年产优质鲜奶4.2万吨以上，日加工鲜奶能力达到2.6万公斤。图为奶食节现场展出的传统
奶制品。

（张威）

““千里边疆千里边疆 四季乌珠穆沁四季乌珠穆沁””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暨奶食节开幕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暨奶食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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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
王乐君在会上介绍，近期肉牛、奶
牛的价格跌幅较大，上半年牛肉
和 生 鲜 乳 的 价 格 比 分 别 下 跌
12.1%和 12.5%，肉牛和奶牛的养
殖陷入了亏损。由于供应惯性增
长，短期内价格还会在低位运行，
养殖脱困难度较大。

王乐君表示，今年以来，肉蛋奶
全面增产，今年肉蛋奶总体供给充
裕。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同比

增长 0.6%、禽蛋产量增长 2.7%、牛
奶产量增长 3.4%，畜产品市场供应
充足，但价格整体低位运行。具体
来说，生猪方面，在市场调节和产能
调控的双重作用下，生猪产能高位
回调，价格率先回升，生猪养殖目前
也恢复了正常盈利。肉牛、奶牛的
价格跌幅较大，肉牛和奶牛的养殖
陷入了亏损。

关于下半年走势。生猪方面，
发展势头向好，产销两旺。从能繁
母猪看，6月份的存栏量 4038万头，
相当于 3900 万头正常保有量的

103.5%，处在产能调控绿色合理区
域。从中大猪存栏看，6月末存栏量
同比下降 6.4%，但考虑到猪价回升
后压栏和二次育肥增加，市场供应
总体上是有保障的。肉牛和奶牛方
面，由于供应惯性增长，短期内价格
还会在低位运行，养殖脱困难度较
大，下一步还要加大力度，采取有力
措施。

王乐君表示，对于肉牛和奶牛，
我们要引导养殖场户优化调整牛群
结构，适度淘汰老龄和低产牛，使生
产发展与市场需求更好匹配。同时

抓好纾困解难，指导各主产省落实
好生鲜乳增量收购补贴和喷粉补贴
等纾困措施，推广节本增效饲养模
式。组织实施基础母牛扩群提质、
粮改饲、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
进等政策，引导地方加大对养殖场
户的信贷、保险方面的支持力度，防
止过度淘汰能繁母牛。

要防范重大疫病，落实和完善
常态化防疫措施，持续抓好非洲猪
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和洪涝等灾后防
疫，提前部署秋防工作，守牢不发

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底线。
此外，提升产业水平，大力推

进畜牧业设施化、组织化、产业化，
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推
动养殖加工一体化发展，鼓励企业
通过订单生产和签订购销合同等
方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养殖场
户能得到更多的实惠。深入实施
豆粕减量替代行动，持续推进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畜牧业绿色
发展。

（综合中国网财经、封面新闻媒
体消息）

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短期内肉牛和奶牛价格还会在低位运行短期内肉牛和奶牛价格还会在低位运行

□杨惠 雷少斐

在消费不足的现状下，“开源节
流”是当前奶业从业者的首要任务，
乳品企业和养殖场一边要压缩产
能，一边通过精准捕捉消费者需求
来提升奶业消费力。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生育
率下降并存，驱动了消费群体代际
迁移。一项调查报告表明，过去 20
年，以年轻单身为主的一人户在整
个家庭结构的占比从 2000 年的
8.3%已经增长到 2020年的 25.4%。
一人户对快消品销售贡献达到了
19.5%。2023年，一人户对乳制品的
销售贡献占比也达到了 15.4%，因
此，针对独居人群提供定制化产品
是潜在的市场机会。

此外，乳制品对于空巢家庭更

为刚需。在过去几年里，空巢家庭
对乳制品的销售贡献占比呈持续上
升的趋势，2023年，其对乳制品的销
售贡献占比达 23.4%。就消费偏好
来说，空巢家庭更偏重品质功能型
奶产品。

对于乳制品消费人群，可以按
年龄段分为婴幼儿、儿童、年轻人、
中年人和老年人等不同阶段，针对
不同阶段人群，乳企进行了不同的
消费机会尝试。

对于消费场景丰富的年轻人
群，乳企针对其不同的消费场景进
行了产品布局销售。

当下，年轻人群不仅活跃在线
上，也漫游在线下。年轻人群能因
为线上刷到一个网红店而特地去线
下“打卡”消费，也能因为在线下吃
到满意的食物而在网络平台传播分

享，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线下
聚集体验。

根据年轻人的不同消费场景，
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进行销售推
广。当在线下场所游走时，可提供
奶酪棒、冰淇淋、酸奶等包装小巧、
随时补充能量和营养的产品，既能
满足边逛边吃的需求，也能饱腹充
能。当坐下来小憩时，就可提供各
个品类联名包装或有独特造型口味
的“精致感”产品，满足年轻人游玩

“出片”的需求。针对近来年轻人中
兴起的运动潮流，乳品品牌也可以
通过打造“运动场”来吸引更多年轻
人参与品牌活动。

同时，开展场景营销，构建慢生
活场景，将乳制品融入咖啡、宠物等
慢生活元素，制造松弛感，也可在网
红街区打造“快闪店”，吸引年轻人线

下打卡消费。此外，发挥偶像带领作
用，通过明星代言人的带动作用，也
是一个提升乳制品消费的办法。今
年，妙可蓝多邀请流量明星王一博作
为品牌代言人，在官宣当天，该品牌
奶酪棒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元。

年轻人群因其丰富的消费场景
和较高的接受度而成为乳企关注的
主要消费人群之一。其实，还有一
类人群的消费潜力也不容忽视，那
就是新中老年人群。

新中老年人群是指即将步入中
老年阶段的人群，这类人群一般具
有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开始关注健
康并愿意为之付出金钱和时间。

新中老年人群的健康需求中，
提升免疫力是基础，然后就是改善
睡眠、保持肠胃健康和骨骼保养等，
而目前在人们的认知中，满足这些

健康需求时，乳制品往往优先于保
健品、食补等方案。因此，乳制品可
在健康保障方面持续发力，加深消
费场景连接和延伸。

除了针对不同人群增加消费机
会，一些地方奶品牌也着力开拓本
土市场，增加品牌与地方居民连接，
从而提升消费。江苏南京卫岗乳业
有限公司通过在南京建设奶业文旅
生态圈，将生态科技牧场和智能制
造工厂纳入其中，让游客在参观游
玩的过程中生动了解奶牛是怎么
养、奶怎么产生、如何加工，提升公
众对奶业知识的了解。同时在鸡鸣
寺樱花季等时节推出樱花白桃风味
乳等产品，让牛奶成为游客“打卡”
时的重要道具，加深了品牌与当地
群众的互动了解，助力品牌本土文
化传播。

细化需求细化需求：：乳制品种类丰富多彩乳制品种类丰富多彩

赋能行业专利运营赋能行业专利运营 乳业两项研究成果在乳业两项研究成果在““中国乳都中国乳都””发布发布
□本报记者 封斌

近日，“‘知’链乳业，创新未来
——乳制品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与发
展论坛”在“中国乳都”呼和浩特举
行，来自乳制品产业从业者与知识产
权行业专家汇聚一堂，围绕乳制品产
业的知识产权运营与发展，共谋创新
之策，共探未来之路。论坛上，国家
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知识产权服务平

台和国家乳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现
场发布了两项研究成果，即《乳制品
行业专利价值评估数字化工具》和
《乳制品专利AI智能检索工具》。

据了解，《乳制品行业专利价值
评估数字化工具》是由国家乳业技
术创新中心与上海技术交易所联合
开发的综合性专利价值评估智能化
数字工具，也是国内首个乳制品行
业专利价值评估模型，专为乳制品

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管理和
战略规划而设计。依托于上海技术
交易所专利大数据确价模型，通过
整合大数据技术、机器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和人工智能算法，为用户在
乳制品领域提供高效的专利价值货
币化评估，赋能行业专利质量提升，
促进产业专利技术转移转化，促动
乳业创新高质量发展。

《乳制品专利 AI 智能检索工

具》是由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与
智慧芽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联
合开发，专为乳制品行业研发人员
打造，突破“技术人员读不懂专利”
和“专利检索高度依赖人工投入”两
大行业难题，从研发投入产出比低、
关键技术突破难、专利文献晦涩难
懂、交底书撰写困难等问题出发，利
用行业领先的 AI 大模型、Patene
DNA能力、全球海量文献数据，建立

行业首个人工智能辅助专利分析方
法，同时大幅提升外观专利检索分
析效率。并利用检索式问答，令专
利易读易懂，以专利情报赋能乳制
品行业高效研发。

这两项工具的发布，标志着乳
业专利运营迈入了智能化、高效化
的新阶段，为乳制品产业乃至更广
泛领域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
信息支持与决策依据。

第五届全国种公牛拍卖会在乌拉盖管理区举办第五届全国种公牛拍卖会在乌拉盖管理区举办
□巴依斯古楞

“50万一次，50万二次，50万三
次，成交！”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乌拉盖管理区举办的第五届全国种
公牛拍卖会现场，拍卖槌应声落下，1
头来自内蒙古中农兴安种牛科技有
限公司纯种牛繁育分公司的华西牛
种公牛，以50万元竞拍价格成交。

成功拿下标王后，内蒙古天邦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行政助理其乐木
格高兴地说：“这头牛综合指数非常
高，很适合我们公司现在培育优良
华西牛的工作计划。保守讲，这头
种公牛一年之内预期达到的效益应
该会在40万元—60万元之间。”

本届全国种公牛拍卖会共有来

自湖北、河南、甘肃、吉林、云南、内
蒙古、新疆等 7个省（自治区）18家
肉牛核心育种场、种牛场及育种合
作社的 61 头优等种公牛参加拍
卖。据了解，本届种公牛拍卖会成
交56头种公牛，总成交额达1638万
元，均价为 29.25万元，较 2023年第
四届拍卖会高出1.05万元。

在拍卖现场，国家肉牛牦牛产
业技术体系和国家肉牛遗传改良计
划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对参拍种牛进
行了系谱档案核实、生产性能测定
和体型评定。作为活动的举办地，
此次，乌拉盖管理区企业和牧民共
参拍10头华西牛种公牛，成交9头，
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48万元，总成交
价为282万元。

乌拉盖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常胜说：“目前，乌拉盖
管理区本土培育的华西牛整体存量
规模达到3.4万头，已累计组建核心
群 26个，育种群 10个。下一步，我
们将充分发挥种业资源优势，进行
集群式产业链升级，把乌拉盖管理
区建设为国内一流的华西牛繁育推
广供应基地。”

办到第五届，该种公牛拍卖会
已成为全国优质种公牛的综合展示
推广平台和全国肉牛领域极具影响
力的活动之一。据悉，以往四届种
公牛拍卖会，总共成交 186头种公
牛，总拍卖额达到2998.7万元，其中
我国自主育成的华西牛单头拍出了
66万元的历史最高价。

■■牡丹江五林万头奶牛生态牧场竣工现场牡丹江五林万头奶牛生态牧场竣工现场。。

7月第4周生鲜乳平均价格

3.22元/公斤

据对全国 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
测，7月第 4周（采集日为7月25日）生猪、猪肉、
鸡肉、商品代雏鸡价格环比上涨，牛羊产品、豆
粕、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环比下跌，仔猪、鸡蛋、
玉米、肉鸡配合饲料、蛋鸡配合饲料价格环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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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下跌14.1%。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2.59元/公斤，
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下跌 13.4%。主产区东北三
省玉米价格为2.4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0.4%；
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2.72元/公斤，比前一周上
涨 1.1%。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52元/公斤，比前
一周下跌0.8%，同比下跌21.6%。（农业农村部）

甘肃武威推动奶产业全链条发展

今年以来，甘肃省武威市坚持以高质量发展
统揽全局，突出前端增量扩规、中端扩能提质、后
端融合创新，强化奶产业链要素保障，推动奶产
业全链条发展。

武威市把奶源基地作为奶产业链发展的根
基，以种养业骨干企业为重点，发展规模化、集约
化现代奶牛养殖业。全市新建续建菊乐牧业、华
予高原、金宇浩睿二期奶牛牧场3个，奶牛存栏量
达10.76万头，其中泌乳牛达2.96万头，日产鲜奶
950吨，奶产量达 17.42万吨、同比增长 18%。持
续优化“沿山”燕麦草、“沿川”青贮草、“沿沙”苜
蓿草优势区建设，推动奶牛养殖与饲草种植配套
衔接，建成万亩集中连片饲草种植基地8个、千亩
基地 29个、500亩以上示范点 67个，全市饲草种
植面积达到119万亩。大力实施产业链链主骨干
企业引培提升行动，统筹推进乳制品加工和包
装、饲料、生物兽药等业态，发展全环节绿色智能
制造业，带动上下游企业串珠成链、聚链成群。
谋划实施奶产业链重点项目 8项，年度计划总投
资12.32亿元。武威伊利乳业已累计建成生产线
17条，日产能达 1450吨。智达景业环保纸制包
装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已投产，博贞原乳制品
精深加工项目、金世泰二期包装智能化项目已基
本建成。目前，全市“1+6+N”奶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达87家，合作社达200余家。

同时，紧盯产业链缺失环节、上下游关联企
业，着力引进落地一批高技术、高成长性、高附加
值的奶产业链企业和项目。持续加强科技创新，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发新产品，开展
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提升行动，新增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4家，7家奶产业链企业纳入“规下转规
上”企业培育库。深入挖掘有机肥加工、中药材
种植、农业机械服务等各环节增长点，不断拓深
延展奶产业链条。 （金奉乾）

重庆：紧急调拨20万防疫物资

支持灾后动物防疫

近日，重庆丰都遭受特大暴雨，畜禽养殖主
体水淹水毁情况严重，为避免灾后动物疫病发
生，重庆市防治动物重大疫病指挥部办公室紧急
调拨 20余万元防疫物资支持丰都县做好灾后动
物防疫工作，同时组织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专业技术力量第一时间前往丰都开展技术指导。

“灾后防疫，物资保障为先。”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共支援消毒药物5吨、口罩2000个、鞋套
500个、防护服 200套、应急照明灯 20个，为丰都
做好灾后动物防疫提供基础保障。

同时，灾后防疫，技术支持为要。重庆市动
物疫控中心副主任黄诚研究员到丰都县受灾严
重的十直镇进行了技术指导，与当地动物防疫
员、养殖企业充分交流，指导开展死亡畜禽打捞、
无害化处理、灾后环境消杀、疫情监测预警等工
作，坚决避免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发生和
传播，守好养殖业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专家建议，随着汛后入伏，高温天气持续，当
地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养
殖场（户）主体责任，充分调动多方力量，严格做
好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和环境消杀，确保不留死
角、不留盲区、不走过场。对于无害化处理，要严
格按照“四不准、一处理”（不准宰杀、不准食用、
不准出售、不准转运、必须无害化处理）要求进
行。环境消杀要兼顾事后性消毒和预防性消
毒。同时要增加疫病监测频次，重点监测非洲猪
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和炭疽、血
吸虫病等人畜共患病，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黄琳邓俐 邓佳星）

饲草到家饲草到家、、骆驼骆驼““托管托管””内蒙古阿拉善多管齐下纾旱情内蒙古阿拉善多管齐下纾旱情
□陈峰 侍新元

“这批补贴的饲草料帮了我们
大忙。”“真是及时雨啊！”“缓解了我
们的燃眉之急 ......”7月 31日，内蒙
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牧民们在家门
口领到抗旱补贴饲草料后，脸上洋
溢着喜悦的笑容。

今年以来，阿拉善盟受连续高

温、少雨等因素影响，草场正常返青
受到了阻碍，当地农牧民面临饲草
料短缺等问题。面对旱情，阿拉善
盟各级农牧部门积极出动，一笔笔
防灾减灾资金紧急拨付；一车车抗
旱饲草料储备、调运；一项项惠民举
措有效施行……

“政府持续关注基层旱情，积极
调运、储备、补贴抗旱饲草料，在我

们自主购买饲草料的基础上给予补
贴，整体算下来省了不少钱，又一次
帮助我们渡过难关。”阿拉善盟额济
纳旗牧民赵颜说。

记者从阿拉善盟农牧局了解
到，面对持续旱情，该局在前期下达
1620万元抗旱资金的基础上，近期
再次争取到中央防灾减灾资金2056
万元，用于补助、调运、储备饲草料

等，确保受灾农牧户能够买到平价
草料，最大程度降低受灾农牧民因
灾损失。

截至目前，阿拉善盟饲草料储
备调运任务 3万吨，已完成储备调
运2.097万吨，补贴0.207万吨。

同时，政府引导牧民将牲畜提
前出栏，大力推行托养代养模式，进
一步降低养殖成本。目前，当地泌

乳驼“托管”总量已达 2920峰，提前
出栏牲畜9.58万头（只）。

当前，阿拉善盟旱情仍在持
续。阿拉善盟各级农牧部门表示，
将继续加强旱情监测，提升本地饲
草料生产和供应保障能力，建立

“灾时应急、平时保供”的饲草料动
态轮换储备体系，以应对持续干
旱。

■■拍卖会现场拍卖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