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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4西南奶业大会暨中国特色奶展览会在成都召开西南奶业大会暨中国特色奶展览会在成都召开

□文/图 本报记者 封斌

2024西南奶业大会暨中国特色奶
展览会于10月11日—13日在四川成都
中国天府农博园召开。大会以“智汇西
南·扩大消费——助力特色奶新质生产
力”为主题，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任发政，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教授史怀平等相关领域专家及产

业链企业代表就如何推动中国特色奶
发展等相关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为
西南地区奶业及中国特色奶产业发展
拓展了新思路。

大会由中国奶业协会指导，四川省
奶业协会、重庆市奶业协会、云南省奶
业协会、贵州省奶业协会、西藏自治区
奶业协会联合主办，新希望、伊利、蒙
牛、雪宝乳业、皇氏乳业、高原之宝、新

疆旺源、昆明优牧乳业、西安百跃羊乳、
西藏净土乳业、西藏年河乳业、内蒙古
春通乳业、红原县牦牛奶等 123家奶业
产业链相关企业参展，展出面积达
8000 平方米。大会同期举办了多场
丰富多彩的专题活动及特色奶专题
技术分享会，来自全国 16 个省（市、
自治区）奶协代表参加了本届大会。

畜牧业是四川省的传统支柱产
业，2023 年牧业产值 3035 亿元。四
川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师李春华在
致辞中表示，四川也是养牛大省、草
地资源大省，2023年末各类牛总存栏
848.5 万头，包括黄牛、牦牛、奶牛、水
牛，有天然草地 1.45 亿亩，草地面积
1136.4 万亩，是全国主要牧区省份之
一。

李春华表示，在四川牛存栏中，
牦牛占比近 50%，奶牛相对较少，全
省现有登记奶牛场（户）近 400 家，其
中存栏 100头以上奶牛规模养殖场70
余家，2023年牛奶产量 72万吨。乳制
品加工能力较强，现有新希望、雪宝、菊
乐等省内外乳制品加工企业31家。

中国奶业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亚清对西南五省区市特色奶产业发
展表示了肯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3 年西南五省区市奶类产量合计

217.1万吨，与 2018年相比增长 20.4%。
云南省积极开展奶水牛养殖，水牛奶产
量仅次于广西、广东。四川、西藏积极
开展奶牦牛养殖，是我国牦牛奶及其制
品的主要产地。不容置疑，西南地区奶
业发展地位不可或缺。2023年西南地
区奶类消费总量约 867.6万吨，其中自
给奶类产量 217.1 万吨，自给率只有
25%。

刘亚清表示，西南奶业既要畅通国
内奶源调剂供给，也要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地从政策、资金、土地等方面加大
对区域奶源生产的倾斜与扶持。要发

挥区域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养殖结构。
针对区域水牛和牦牛养殖历史久、数量
多的优势，积极加强品种选育和遗传改
良，大力推广标准化适度规模养殖模
式，从特色奶产业寻求新的突破口。要
融合区域乳品消费习俗，着力丰富乳品
品类。针对区域传统乳品制作和消费
习俗，通过数智赋能和科技创新改善乳
扇、乳饼等传统乳制品，从丰富乳品品
类、满足多样消费需求上寻找新增长
点。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任发政，四川省草原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罗晓林，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教授史怀平，以及四川新希望乳
业、皇氏乳业等乳企代表分别就“牦
牛乳营养特性与产业现状”“牦牛高
效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奶山羊产
业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奶水牛胚
胎育、繁、推一体化”等相关议题作了
专题报告。

大会同期还召开了 2024第六届牛
羊产业（西南）展览会，聚焦牛羊产业新
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就“如何实现贯
通全产业链条，多元推进牛羊全产业链
经贸发展”开展交流分享。

□文/图 本报记者 杨丽霞

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推出了
智能社区奶柜，方便消费者在家门
口购买到新鲜牛奶。与此同时，相
比商超的鲜奶产品价格，社区鲜牛
奶直供站的鲜奶价格也更加亲民。

在“乳都”呼和浩特市，智能
社区奶柜也进入到了部分社区，
在满足消费者便捷“喝奶”的同
时，进一步培育了乳品消费新增
长点。

牛奶优价美味“惹人爱”
10月 11日，在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恒大华府百格丽苏鲜牛奶直供站
前，消费者李志正在扫码购买牛奶
产品，“操作便捷，只需扫码就行，2.8
元/瓶的牛奶新鲜、便宜。”李志告诉
记者，自己平时很爱喝巴氏奶，但是
平时社区便利店、超市卖的还是有
点贵，“这个价格是我买过的最便宜
巴氏奶了。”

百格丽苏鲜牛奶直供站相关负
责人武永杰告诉记者，“我们就是想

打造家门口一站式鲜奶供应平台，
提供安全、实惠、便捷的巴氏鲜奶产
品，满足当前消费者既要品质又要
优惠的需求。”

据悉，鲜牛奶直供站通过手机
程序，精准收集用户订单后，通知工
厂，根据用户订单精准生产。然后
全程冷链将鲜奶产品输送至社区，
用户到社区的低温奶站，按需领取
鲜奶产品。“目前我们在呼和浩特市
投放了 10台智能奶柜，在线用户达
到 6500多人，会员数量也在快速增

长。”武永杰表示，会员目前是 19.9
元/月，新会员不仅购买产品价格更
优惠，并且还可以享受入会员送牛
奶的活动。

在丰州路巨海城十区鲜牛奶直
供站，酸奶产品已经销售一空。据
记者了解，社区里的智能奶柜可放
置约400瓶250毫升的牛奶产品，每
两天补货一次。“我们将在10月底继
续投放10台智能奶柜。”武永杰告诉
记者，随着智能奶柜的投放和产品
在市场上销量的逐渐打开，能让更
多的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轻松购买
到他们所喜爱的各类牛奶产品，也
让自营牧场的优质原奶有了新的销
售渠道。

优质牛奶生产“有保障”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

的一家牧场中，奶牛们正在悠闲地
吃着午餐，享受着秋后的日光浴，百
格丽苏的鲜奶产品就是来自于这些
奶牛生产的优质原奶。

牧场场长卢峰告诉记者：“奶牛
吃得好、休息好，身体健康，才能生
产出优质、安全的原奶。因此，要从
各个方面保障奶牛的舒适度。”据卢
峰介绍，为了让奶牛躺卧更舒适，奶

牛卧床铺垫的是稻壳或是米糠等垫
料，“这些垫料要比传统的沙子更舒
适、干净。”

优质饲料是奶牛健康与牛奶品
质的重要基石。当前，牧场的青贮
饲料已经存储完毕，“我们青贮玉米
饲料的干物质、淀粉含量一直都是

‘双30’以上，同时，我们也会根据进
口苜蓿以及燕麦草的价格进行购买
和小量储备，给奶牛们做好‘营养
餐’。”

与此同时，牧场专门配备了推
料机器人以及夜间推料人员，让奶
牛随时都能吃到新鲜可口的饲料。

“这些只是牧场日常中最平常
的一些工作，对于奶牛健康而言，我
们要做到的就是各个环节都不断持
续的提升，牧场稳定运营的同时，让
优质牛奶生产更有保障。”卢峰告诉
记者。

随着气温的逐步下降，卢峰开始
准备牧场牛舍的保暖工作。武永杰
则忙着在各个社区里进行百格丽苏
牛奶产品的促销活动，“我们的会员
一直都在增加，很多消费者品尝过百
格丽苏鲜牛奶之后，都非常认可，这
也让我们对于未来的市场非常有信
心。”武永杰表示。

智能奶柜进社区智能奶柜进社区 喝奶更便捷喝奶更便捷

10月第2周生鲜乳平均价格

3.13元/公斤

据对全国 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
测，10月第 2周（采集日为10月10日）商品代肉
雏鸡价格环比上涨，生猪产品、鸡蛋、鸡肉、牛羊
产品、玉米、豆粕、蛋鸡配合饲料价格环比下跌，
商品代蛋雏鸡、育肥猪配合饲料、肉鸡配合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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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下跌16.1%。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2.42元/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0.4%，同比下跌19.6%。主产区东
北三省玉米价格为 2.28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
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2.59元/公斤，与前一周持
平。全国豆粕平均价格3.4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
跌0.3%，同比下跌28.4%。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
价格 3.43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下跌
12.3%。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55元/公斤，与
前一周持平，同比下跌 11.7%。蛋鸡配合饲料平
均价格3.24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0.3%，同比下
跌12.9%。

（农业农村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两部门出台

《方案》促进畜牧业稳定发展

近日，兵团农业农村局和兵团财政局印发
《2024年度促进兵团畜牧业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深入贯彻落实
兵团党委、兵团部署要求，守住畜产品生产基本
盘，提升畜牧业发展质量效益，加快推动畜牧业
转型升级。

《方案》围绕促进兵团畜牧业稳定发展，明确
了优质奶牛养殖补贴、养殖加工贷款贴息、肉牛
能繁母牛补贴、能繁母羊补贴、饲草料补贴、喷粉
乳酪等加工产品补贴、新增屠宰量补贴及非洲猪
瘟无疫小区奖励的申报条件和程序。其中，对符
合条件、存栏奶牛 100头以上且集中饲养的养殖
主体进行补贴，每头奶牛补贴 2000元；对符合条
件、年出栏羊达到 500只以上的养殖主体进行补
贴，每只能繁母羊补贴 20元；对符合条件、喷粉、
制作乳酪的加工企业给予补贴，每生产 1吨奶粉
或乳酪补贴4000元。

《方案》明确，2024年度补贴期限从2024年7
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本年度补贴资金分
两次兑现，分别为 2024年 12月底前和 2025年 8
月底前。

《方案》强调，要加强政策宣传，注重解决好
当前兵团畜牧业发展的现实困难；要立足长远，
及时了解政策的实施效果和撬动作用；要严格政
策执行程序，确保公平公开透明，师、团、连三级
要向社会公布监督电话，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要
突出引导，鼓励暂未达到政策条件的畜牧养殖主
体，通过引进、自繁等方式扩增群体，达到后申请
下一年度补贴。

（据《新京报》）

现代农业科技日新月异，传统畜
牧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
此同时，随着环保理念的不断深入和
牧业节本降耗的迫切需求，绿色低

碳、智能融合的机械设备越来越受到
业内的关注。

海南兴牧机械敏锐地洞察到这
一趋势，协同内蒙古一机集团旗下的

包头桥箱公司和比亚迪公司投入大
量的研发资源，成功推出新能源自走
式搅拌车。这款搅拌车以其独特的
优势，迅速成为行业瞩目的焦点。

面对当前奶业发展波动期，产业
全链向“新”的同时，供应链上的企业
也在顺应大势，不断突破，不断创
新。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
海南兴牧机械与内蒙古一机集团旗
下的包头桥箱公司合作，严格按照标
准进行生产制造。从原材料的选择
到生产工艺的把控，每一个环节都精
益求精。

新能源自走式搅拌车采用的全
车液压和先进的电动驱动系统，不仅
具有零排放、低噪音的特点，还大大
降低了运营成本。

与此同时，比亚迪公司为这款新
能源自走式搅拌车量体定做了新款
且安全的电池组，保障搅拌车“核心
动能”之外，更让选择设备的牧业同

仁买的值得，用的放心。
新能源自走式搅拌车的推出，让

海南省兴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被业
内越来越多的客户所知晓，得到了众
多牧业企业的高度认可。不少牧业
企业纷纷表示，这款产品不仅符合他
们对高效生产的需求，也为他们实实
在在的做到了节本降耗，在目前市场
中赢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

惟创新者能致远。当前，新能
源自走式搅拌车正在牧业领域掀起
一股强劲的绿色风潮。展望未来，
海南兴牧机械将继续加大对新能源
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更多创
新产品，为牧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海南兴牧）

新能源自走式搅拌车新能源自走式搅拌车 开创牧业新未来开创牧业新未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日
前发布《2024—2033年农业展望》。
在其中的乳制品产业展望部分（以
下简称《报告》），详细分析了2024—
2033年乳制品的价格、生产、消费和
贸易发展情况，并探讨了未来十年
可能影响全球乳制品市场的重要风
险和不确定性。

全球牛奶产量将实现增长
《报告》预判，全球牛奶产量将

在 2024—2033 年间以年均 1.6%的
速度增长，到2033年达到1085百万
吨。其中的 81%来自牛奶，15%来
自水牛奶，4%来自山羊、绵羊和骆
驼奶。

作为全球第二大牛奶生产地
区，欧盟的牛奶产量将大幅下降。
据《报告》分析，这主要是由于需求
吸引、环保政策限制以及有机和牧
草养殖系统的扩展。其中大洋洲的
增长尤其缓慢，部分原因在于环境
限制和有机生产系统扩展的影响。

全球产奶量的增长则主要是因
为单头奶牛产量的提升，尤其在北
美，该地区的单头奶牛产量远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预计未来这一趋势
或将通过优化奶牛生产系统、改善
动物健康和饲料效率以及改良遗传
基因在全球奶业得以逐步实现。

亚洲地区引领乳制品消费
《报告》预计，未来十年，全球乳

制品消费量将随着收入和人口的增
加而增长，尤其在亚洲地区，其中印
度和巴基斯坦将继续引领新鲜乳制
品的消费增长。

到 2033年，印度的人均新鲜乳
制品消费量预计将达到 25公斤，巴
基斯坦将达到 45公斤。这一增长
主要受收入和人口增长推动。在高
收入国家，如欧洲和北美，奶酪的消
费预计将继续增长。在这些地区，
消费者对奶酪的需求突出。此外，
随着消费者逐渐转向低脂饮食，预
计未来十年，欧盟和北美在黄油方
面的消费量将趋于平稳。

《报告》预计，到2033年，全球乳
制品贸易将增长12%，数量达到13.9
百万吨。其中，3大主导地区和国家

——欧盟、新西兰和美国将继续主导
全球乳制品出口市场。到 2033年，
上述地区和国家将在奶酪出口中占
据65%的市场，在黄油和全脂牛奶出
口中占 70%，在脱脂牛奶出口中占
80%。新西兰仍然是全球黄油和全
脂奶粉的主要出口国，预计到 2033
年将分别占有全球黄油和全脂奶粉
市场的45%和60%的份额。

在主要进口国中，中国将继续保
持全球最大乳制品进口国的地位。
近年来，乳制品主要来源地大洋洲还
逐步增加了对中国的黄油和脱脂奶
粉的进口以及出口。随着非洲对乳
制品需求的快速增长，该地区将成为
未来乳制品进口的重要市场，尤其是
在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的需求上。

2023年，由于投入成本下降和
全球消费减少，全球乳制品价格较
2022年的历史高位大幅下跌，预计
未来10年将逐步恢复并缓慢上涨。

《报告》提出，随着全球范围内
更加严格的环保立法，特别是在乳
制品生产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增多的
国家，可能对未来乳制品生产产生
重大影响。这些立法将促使乳制品
行业采取新的解决方案。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
和动物疾病的暴发，尤其是在奶牛
养殖密集的地区，可能对全球乳制
品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乳
制品进口国，预计将继续大量进口
乳制品。 （联合国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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