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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智技术融入奶牛养
殖业，产业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
变化。近日，记者走进济源合丰
牧业，硕大的奶牛精准饲喂“中
央厨房”格外引人注目，1500余
头荷斯坦奶牛正享受着“智慧生
活”，触手可及的数字技术应用
为牧场赋能。

奶牛精准饲喂“中央厨房”，
由粗料仓、精料塔、精料传送、料
仓称重及智能配料控制系统组
成。其通过 TMR撒料车上精准
饲喂管理系统，精确给出营养配
方，进行科学合理搭配，确保产
出优质生鲜乳。“中央厨房”及精
准饲喂数据可以快速传到牧场
管理平台上，牧场管理人员可查
看所有数据并及时作出相应部
署。

“要想多产奶、产好奶，首先
要把奶牛养好，没有养殖技术可
不行。”济源合丰牧业相关负责
人说，相比传统牧场，TMR饲喂
模式加工效率提高 50%以上，劳
动生产率提高 30%以上，搅拌耗
能降低20%以上，奶产量提高3%
左右，每年可节约饲料成本 150
万元；饲料原料的添加误差大大
降低，保证了加工饲喂精准度，
可提升奶牛生产性能，增强奶牛
泌乳稳定性，降低管理难度。这
为牧场节本增效提供了有力保
障。

据了解，牧场位于克井镇虎
尾河村，现有存栏奶牛 1500 余
头，年产鲜奶 4500余吨，配套饲
草用地2500亩，配备全省首个奶
牛精准饲喂“中央厨房”，有推料
机器人、智能青贮收割机、挤奶
机器人等智能化设施设备，综合
生产效率提高 25%以上。2023
年，该牧场获评河南省生态牧
场。

“从奶牛的繁殖、饲养、挤
奶，到生鲜乳的加工、储存和运
输，每一个环节都能通过数字化
系统进行精准监控和高效管
理。”示范区农业农村局畜牧科
负责人李静介绍，2022年以来，
济源实施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
县推进项目，项目总投资4873万
元。其中，中央奖补资金3474万
元，支持存栏 100头至 3000头适
度规模奶牛场，围绕草畜配套、
现代智慧奶牛场建设环节设施
设备改造提升。目前，济源合丰
牧业、河南惠龙牧业等 5个规模
奶牛场购置了智能青贮收割机、
推料机器人、挤奶机器人、锤片
式玉米粉碎机、精准饲喂系统等
智能化设施设备，初步实现了奶
牛饲草收储、养殖饲喂、生乳产
销、健康监测及生产管理等各环
节全链条机械化、现代化、信息
化、智能化、可追溯，打造了全省
首批智慧牧场雏形。 （张佩佩）

河南济源首个奶牛精准饲喂
“中央厨房”投用

12月 2日一大早，合水县吉
岘镇宫合村村民王华宁提着草
料走进自家羊圈，开始忙碌起
来。“我详细了解了奶羊养殖的
经济效益，还知道了养殖奶羊每
只能获得1500元的政府补贴，才
下定决心养殖奶羊。”王华宁说。

王华宁家是村里的“三类
户”，今年，在镇村干部的帮助指
导下，王华宁从外地购买了40只
奶羊开始养殖。“我家的 40只奶
羊养了两个多月了，怀孕的母羊
有20多只，明年三四月份能产一
批羊羔。养羊是一门技术活，需
要经常观察羊的状况、掌握羊的
习性，羊才能健康成长。”王华宁
说。

奶羊产业具有投资小、周期
短、见效快、养殖门槛低等特点，
是合水县推进群众增收和乡村
振兴的主要产业之一。段家集
乡积极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奶
羊产业发展的部署要求，遵循

“小规模、大群体”的发展策略，
全力以赴形成“户户养羊、村村
有点、多点开花”的奶羊产业发
展局面。

段家集乡宜州村村民、陇塬
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杨建岗就
是受益于政策支持、积极养殖奶
羊的群众之一。2023年，杨建岗

分批从外地购买了300只萨能奶
羊，每只有 1000元的养殖补贴，
购买饲料颗粒机、料罐、吸奶器
等养殖设备时，他还获得了 8000
元的政府补贴，这些惠民政策让
杨建岗对发展奶羊产业充满了
信心。为了提高自己的养殖技
术和管理水平，杨建岗积极参加
县上组织的高素质农民培训，外
出学习了奶羊人工配种技术，通
过不断实践摸索、总结经验，奶
羊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目前，农场存栏奶山羊 300
只，已有160只母羊怀孕，预计在
农历腊月底到正月初开始产羔，
产羔数量约为 300只。未来，我
打算继续养殖奶羊，不断精进养
殖技术。”杨建岗说。

近年来，合水县坚持把培育
和壮大奶羊产业作为富民强县
的主导产业来抓，遵循“产业化
推动、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养殖、
品牌化引导”的发展思路，以农
户为基础、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
社规模化养殖为重点，通过更新
养殖理念、优化奶羊扶持政策、
引入高产奶羊品种、不断加强技
术服务等，全面推进奶羊产业朝
着标准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方向
发展，奏响乡村振兴“新牧歌”。

（念钰娟）

甘肃合水县：发展奶羊产业
奏响乡村振兴“新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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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四川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农业农
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市场监管总
局 金融监管总局关于促进肉牛奶牛生
产稳定发展的通知》（农牧发〔2024〕16
号）要求，积极应对肉牛奶牛养殖持续
亏损严峻形势，稳固肉牛、奶牛产业发
展基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帮助养殖
场（户）渡过难关，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
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
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肉牛奶牛生产稳定
发展的通知》。《通知》明确，从实施养
殖贷款贴息、强化信贷政策支持等 9个
方面全力促进肉牛奶牛生产稳定发展。

一、稳定肉牛奶牛基础产能。加快
推进肉牛产业集群建设、奶业生产能力
提升整县推进等项目落实，支持规模养
殖场建设，积极培育肉牛奶牛家庭牧场、
奶农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改进设施
装备，提升生产经营能力。

二、实施养殖贷款贴息。对农业企
业及农民合作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含
基建和更新改造），按 5年期以上LPR -
150BP给予贴息，对单个项目（或主体）
固定资产贷款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200

万元，并实行财政补助资金总额上限管
理。对符合《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
划（2023—2030年）》的新建或改扩建设
施畜牧项目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支持县
级予以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单个建
设主体当年获得的贷款贴息比例不得高
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的70%且不得超过
2%，单个年度获得的贴息资金不得超过
200万元，贴息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5年，
中省财政对符合政策规定的县实际支出
的贴息资金，原则上按照 80%的比例予
以奖补。

三、强化信贷政策支持。将畜牧业
列为“积极支持类”行业，对生产经营正
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但
暂时遇到困难的肉牛奶牛养殖场（户）等
涉农主体，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合理展期、
续贷等方式予以支持，不盲目抽贷、断
贷、限贷。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农业产业
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作用，积极为肉牛
奶牛产业发展贷款增信分险，因肉牛奶
牛产业贷款造成还贷风险的，及时按代
偿比例拨付风险补偿金进行代偿。支持
金融机构开发“青贮贷”等专项金融产
品，大力推进肉牛产业发展。扩大土地
经营权、养殖场地上附着物等抵（质）押

担保范围，推广肉牛、奶牛活体抵押贷
款，适当提高抵押率。优化推广信用贷，
采用“一次授信、循环使用”的贷款模式，
提高信贷资金匹配度和金融服务便利
度。支持脱贫户（含监测帮扶对象）运用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发展肉牛养殖。充分
发挥政策性农业担保公司增信作用，降
低融资担保门槛和担保费用，对担保贷
款 100万元以内的，以信用反担保方式
为主，执行行业最低担保费率。

四、优化政策性保险支持。支持各
地聚焦养殖主导产业开展地方特色农业
保险，积极拓宽肉牛、奶牛养殖保险覆盖
面，符合条件的纳入中省财政奖补资金
支持范围，省级财政按规定给予奖补。
支持保险机构针对肉牛、奶牛实际价值，
创新开发高保障的商业保险，通过政策
性保险+商业保险的模式，满足规模养殖
户多层次保险需求。指导四川省保险行
业协会研究制定肉牛奶牛政策性保险承
保理赔示范条款，统一承保理赔实务操
作流程，提升业务规范性。

五、加快补齐饲草料短板。大力发
展优质饲草生产，推进“粮改饲”，鼓励开
展粮饲作物轮作，提高饲用玉米、甜高
粱、高丹草、多花黑麦草等优质饲草种
植面积和单产。因地制宜做好高原牧
区越冬饲草料储备，多途径加大对越冬
饲草料补贴力度，严防冬春季因饲草料
不足造成牦牛死亡。大力开发本地饲
草料资源，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
鼓励利用本地秸秆制作黄贮、微贮饲料
或利用非常规饲料资源制作饲料。

六、发展标准化屠宰加工。支持肉
牛屠宰加工企业完善冷却库、低温分割、
冷链运输等相关设施设备，积极拓展产
业链，开发牛肉产品、打造产品品牌。加
快制定《四川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推
动肉牛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助力牛肉产
品走出去。

七、促进牛肉牛奶消费。各地要通
过官方网站、公众号等各类平台积极宣

传展示鲜牛肉、鲜牛奶品质和营养价值，
发布牛肉牛奶美食地图、积极展示本地
特色饮食文化，促进牛肉牛奶消费。用
好行业展会、旅游展示、中国农民丰收节
等平台，促进牛肉牛奶产销衔接。积极
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牛肉牛奶消
费常识科普宣传，积极推广“学生饮用
奶”。

八、加强行业指导服务。积极开展
良种选育、人工授精、全混合日粮饲喂、
标准化健康养殖等关键技术集成推广,提
升肉牛、奶牛生产水平和效率。加强基
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开展技能
型人才培训，提升基层技术推广骨干的
服务能力。大力发展肉牛、奶牛标准化
养殖，支持建设一批养殖基地县和“千牛
村、万牛乡”，支持符合条件的肉牛养殖
企业创建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推动散
养向规模、规模向标准转变。建立健全
肉牛、奶牛规模场生产和价格监测预警
机制，指导行业健康发展。

九、做好动物疫病防控。稳定和强
化基层防疫体系，严格落实布病、口蹄
疫、牛结核病、牛结节性皮肤病等重点疫
病防控措施，做好强制免疫、检疫出证和
调运监管，规范扑杀及无害化处理措
施。以种牛场和规模牛场为重点，统筹
推进布病、牛结核病无疫小区和净化场
建设，对建成国家级无疫小区或净化场
的养殖场（户），在相关项目安排中给予
优先支持。

各地要高度重视肉牛、奶牛稳产工
作，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
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强化政策
协同配套，统筹用好财政相关涉农资
金，加大对肉牛奶牛产业发展的支持力
度。要重点强化对从事肉牛奶牛养殖
的脱贫群众（含监测帮扶对象）的帮扶
力度，一户一策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
补齐短板弱项，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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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进口持续下降玉米进口持续下降 国内玉米价格有望上涨国内玉米价格有望上涨
□吴天龙

今年 2月份以来，玉米进口趋势出
现方向性变化，进口量由过去的高位徘
徊转为持续下降。特别是近几个月，玉
米月进口量连续创出阶段性新低。来
自外部的增量不断消退，有利于促进国
内玉米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供求重回
紧平衡的理想状态，无论是在实际供给
层面，还是市场心理层面，都为国内玉
米价格走势带来一定利好。

今年玉米进口趋势调整，进口量持
续大幅回落。据海关数据，今年 1—10
月，我国玉米进口量 1302.4万吨，同比
下降 29.9%。分月看，除 7月外，月进口
量环比持续减少，特别是 8 月、9 月和
10月，连续三个月每月进口量不到 50
万吨。其中，8月和 9月玉米月度进口
量分别为 38.1 万吨和 31.3 万吨，连创
2020年4月以来新低；10月玉米进口量
仅 25.1万吨，同比降 87.7%，创 2019年
12月以来新低。结合当前进口玉米到
港船期，预计今年 11—12月份进口量
将继续保持低位，全年进口量将低于
1500万吨，比去年进口量减少 1200万
吨以上。

国内玉米产需缺口缩小，预计未来
玉米进口继续减少。2020年以来，我
国玉米进口保持高位。2020年 1月到
2024年 9月，累计进口玉米 1亿吨，对

国内玉米价格上涨产生一定压力。但
这五年玉米的超配额进口是综合权衡
国内外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后的主动选
择，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随着我国
玉米的连年丰产，国产玉米供应保障能
力不断增强，我国玉米产需缺口已经大
幅缩小，进口需求已明显减弱，预计进
口数量会进一步减少。

短期看，预计 2025 年玉米进口量
减少到 1000 万吨左右。据农业农村
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预测，2024—
2025年度，我国玉米产需缺口仅不到
300万吨，并不需要大量进口玉米，国
内玉米市场运行将主要取决于自身供
需形势和储备调控政策。如无特殊事
件发生，预计 2025年玉米进口总量可
能会降至 1000 万吨左右。中长期来
看，玉米进口量有望降到配额之内。
随着《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方案（2024—2030 年）》的深入实施，
农业基础设施将持续完善，良田、良
种、良法、良机、良制集成加快推广，国
内玉米产量有望持续提升，在消费保
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玉米供求关系
将保持基本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未
来一个时期内，进口玉米将主要用于
调剂市场，玉米进口量有望进一步下
降。据《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4—
2033 年）》预测，到 2030年我国玉米进
口量将降到700万吨之内。

进口大幅下降有利于国内玉米价
格稳定在合理水平。当前东北、华北
主产区玉米进入集中上市的售粮高峰
期，进口大幅下降势必会对提振市场
信心、稳定玉米价格产生一定的积极
作用。从心理层面看，进口量是供需
平衡表的重要指标，各方主体会根据
玉米进口趋势重估市场形势。外部供
给的大幅减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
大家对玉米供求重回紧平衡状态的预
期，有利于库存较低的加工企业和贸

易商积极入市收购，建立库存。从对
市场供需的实际影响来看，玉米进口
量大幅下降，直接减少国际供应，影响
国内市场玉米供给总量。连续多年超
配额进口，对国内玉米价格上涨产生
一定抑制。随着进口数量的大幅减
少，抑制压力将得到明显缓解。在需
求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市场结余减少，
再加上政策性收储的有序进行，当前
玉米的市场价格预计已经处于底部区
域，春节后有望稳中回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霞杨丽霞 摄摄

□范俐鑫

山东省是畜牧大省，产业规模大，企
业数量多。省政府新闻办12月12日举
行了“惠企利民政策在身边”主题系列现
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解读金融惠牧助企
政策，助力畜牧强省建设情况。今年以
来，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落实财政、金融等
一揽子政策，加大惠牧助企力度，全省畜
牧业保持持续向好发展态势。其中，全
省畜牧业投资规模 500万元以上项目
316个，计划总投资462.24亿元。

今年以来，山东省累计投入省级以
上财政资金 19.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3%。其中畜牧业生产方面安排资
金 8.96亿元，支持现代畜禽种业提升、

肉牛扩群增量、粮改饲等方向，全面促
进畜牧业生产提质增效；动物防疫方面
安排资金8.38亿元，支持动物保护能力
提升、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等方向，全面
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同时，围绕落
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建设，安排落实资金1.74亿
元，重点支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
推进等重大工程。

在财政投入的引导下，社会资本投
入畜牧业积极性不断提高，特别是在设
施规模养殖、畜禽粪污处理、屠宰加工
等方面，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根据统
计，全省畜牧业投资规模 500万元以上
项目 316个，计划总投资 462.24亿元，
年内计划落实投资 183.14 亿元，截至

11月底，已完成投资 170.98亿元，投资
进度达 93.36%，预计年度内可完成全
部投资计划。

信贷支持方面，安排资金 5000 万
元，开展包括设施畜牧业项目等贷款贴
息，拉动新增畜牧业贷款21.2亿元。建
设畜牧业重大项目融资库，累计向农业
农村部重大项目融资平台推荐项目
224 个，24 个项目获得总行级信贷支
持，授信总额87.44亿元，在全国畜牧业
项目中项目数、授信额度均居第一。信
贷服务方面，开展“智慧畜牧”平台数
据共享合作机制，构建涉牧主体 360度
全景画像。今年以来，畜牧养殖类业务
新增担保 45.9亿元，在保 72.8亿元，占
山东农担在保总数的21.5%。

保险保障方面，截至 11月底，全省
共承保育肥猪 2300 万头、能繁母猪
95.1万头、奶牛 27.5万头，分别占存出
栏比例的 49.36%、35.42%、33.40%，参
保养殖场户5.89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
222.92亿元，赔付病死畜 401.38万头、
资金8.21亿元，涉及30.68万户次。

值得注意的是，为加快推动全省畜
牧业全产业链转型升级，山东省印发
《关于开展优势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提质
增效试点的实施意见》，2024年首批选
择淄博肉牛、泰安肉鸭、临沂生猪、聊
城毛驴、菏泽肉羊五个产业，补齐产业
链短板，锻造产业链长板，力争通过 3
年时间，集中打造一批年产值超过 100
亿元的优势特色畜牧业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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