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金亮

玉米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
作物，其市场运行颇受关注。2024年 2
月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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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创下阶段性新低。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
团队玉米首席分析师、农业农村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吴天龙认为，来
自外部的增量不断减少，有利于促进国
内玉米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无论是
实际供给层面，还是市场心理层面，这
都为国内玉米价格走势带来一定利好。

刚刚过去的2024年，玉米市场趋势
调整，进口量持续大幅回落。据海关数
据，2024年 1月至 11月，我国玉米进口
量 1331.9万吨，同比下降 39.9%。分月
来看，除 7月和 11月外，月进口量环比
持续减少，特别是8月至11月，连续4个
月每月进口量不到 50万吨。其中，8月
和9月玉米月进口量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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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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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12月进口量将继续保持低位，
全年进口量将低于1400万吨，比上年减
少1300万吨以上。

国内玉米产需缺口缩小，预计未来
玉米进口继续减少。吴天龙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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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玉米价格产生一定压力。但
这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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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来看，预计2025年玉米进口量
将明显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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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以内。

中长期来看，玉米进口量有望保持
较低水平。随着《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
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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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东北、华北主产区玉米进入
集中上市的售粮高峰期，进口情况的新
变化会对提振市场信心、稳定玉米价格
产生一定积极作用。”吴天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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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供给大幅减少，会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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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玉米期货价格开始触底
反弹，大连商品交易所远期合约逐月升

水，2024年 12月 26日主力合约 2505收
盘价每吨 2204元，连续一周上涨，显示
市场看好2025年上半年玉米行情。

从对市场供需的实际影响来看，玉
米进口量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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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供求将保持基本平衡玉米供求将保持基本平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霞杨丽霞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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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进贵是吴忠市红寺堡区柳
泉乡柳泉村村民，他养了60多只
羊，2024年，政府发放产业补贴1
万元，饲草料补贴2550元。“政府
的补贴特别及时，弥补了我们养殖
户的部分亏损，帮我们渡难关，给
了我们养殖户极大的信心，今年，
我打算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养殖50
只左右的优质滩羊，扩大规模再增
收。”1月4日，马进贵表示。

“2023年5月份以来，肉牛和
滩羊价格一路下降，养殖场户利
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生产经营
压力增大。”红寺堡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面对牛羊肉价格持续下
跌的困局，红寺堡区统筹制定11
项政策措施，主动应对严峻风险
挑战，稳信心、保产业，确保养殖
产业不萎缩、农民收入不降低。

红寺堡区提高基础母畜补
贴标准，保持产能不减。“见犊补
母”补贴标准由每头补贴 500元
提高到1000元，目前补贴基础母
牛 2.7 万头，补贴资金 2700 万
元。对养殖主体引进调购优质
后备母牛每头补贴 500元，补栏
优质滩羊基础母羊每只补贴 100
元。培育优良肉牛核心群，推进
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新培

育肉牛“50”家庭牧场15个、滩羊
“300”家庭牧场15个。分割加工
中心每分割加工一头肉牛，给予
养殖户500元补助。

与此同时，红寺堡区保障饲
草料供给，降低养殖成本。全面
推广全株青贮玉米“种、收、贮、
用”全程机械化加工利用，提高
饲草料补贴标准，降低养殖成
本，肉牛由每头 100元提高到每
头 500元，肉羊由每只 30元提高
到每只 50元，共补助资金 7625.3
万元，惠及养殖户 1.96万户。实
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提
高饲草自给能力。提升精深加
工能力，延伸产业链条，累计建
设牛羊肉加工营销中心 9家、区
外品牌营销店 8家，牛羊肉累计
销售达 1.5亿元；注册“三又佳”

“宁牛鲜生”等牛羊肉品牌13个。
此外，金融机构开发富民

贷、小额信贷和农业保险等灵活
多样的金融产品，解决养殖户融
资难题。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减
轻养殖户的偿债压力。灵活采
取延后还款时间、延长贷款期
限、延期还本等方式，减轻养殖
户还贷压力，帮助养殖户渡过难
关。 （杨志挺）

宁夏红寺堡区：11项政策帮助
养殖户渡难关

□李强

近期，国内奶业市场持续低迷，生乳
价格大幅下跌，给奶牛养殖行业带来巨
大冲击。据最新数据显示，山东省生乳
均价已较 2016年以来历史高点下降近
30%，部分养殖户因资金链断裂被迫退
出市场。

尽管奶价短期走势低迷，但奶酪、低
温乳制品等细分市场增长迅速，大健康
产业有望带动奶业回升向好。

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国内生乳价
格持续走低，2024年跌势尤为明显。据

山东省畜牧兽医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
示，2024年第 50周（12月9日—12月15
日），山东省生乳均价为3.11元/公斤，为
2016年以来的价格低点。相较 4.41元/
公斤的历史高点，降幅高达29.48%。部
分地区的生乳价格甚至更低，曹县生鲜
乳平均交售价格已从 2024年初的 3.61
元/公 斤 跌 至 3.05 元/公 斤 ，跌 幅 达
15.51%。

山东某牧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透
露，当前每头奶牛每天的饲喂成本约为
70元，加上水电、人工和场地等固定成
本，总养殖成本为3.4元/公斤左右，而生

乳交售价格仅为3.05元/公斤，养殖户难
以覆盖成本，亏损持续扩大。

在养殖成本基本固定的情况下，生
乳价格的下降使得养殖户普遍面临亏
损。据昌邑市畜牧部门报告显示，当地
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平均每公斤牛奶亏
损0.6元，每月亏损额高达30万元左右。

奶价滑坡，部分中小型养殖户资金
链紧张。山东银香伟业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其生鲜乳品质处于
行业领先地位，外售奶源价格一直高于
市场平均水平，但受行业整体环境影响，
2024年末生乳价格已跌至3元/公斤，较
2022年的4.5元/公斤下降33%。与此同
时，淘汰母牛的价格也大幅下降，从之前
的每头几万元降至目前的8000元左右，
进一步加剧了养殖户的资金压力。

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部分养殖
户不得不通过淘汰低产牛、减少存栏量
来缓解压力，有的甚至直接关闭养殖
场。昌邑市 2024年奶牛存栏量为 1.65
万头，同比上升15.38%，但产奶母牛存栏
量环比下降0.47%，反映出养殖户正在通
过优化种群结构来应对市场低迷。

尽管玉米、豆粕等饲料价格持续走
低，为养殖户带来一定利好，但仍难以抵
消生乳价格低迷带来的亏损。2024年第
52周，玉米均价为 2.13元/公斤，同比降

低 19.01%，创 2021年以来的新低；豆粕
均价为 3.03元/公斤，同比降低 25.74%。
饲料成本下降使得每千克牛奶的饲料成
本减少0.05元，但生乳价格的持续低位
运行，使得养殖户的亏损额度仍在扩大。

奶价下跌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供需
失衡。近年来，国内奶牛养殖规模不断
扩大，生乳产量持续增加，但消费端需求
增长有限。同时，进口乳制品的冲击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奶价。此外，
乳品市场也面临着激烈的价格战，乳企
之间为争夺市场份额而不断压低产品价
格，导致生产端的利润被进一步挤压。

短期内，生乳价格预计仍将低位运
行。2025年上半年，乳企库存压力较大，
消费需求疲软，奶价难有大幅回升。然
而，从长期来看，乳制品消费需求温和增
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大健康产业
的快速发展，优质蛋白食品需求旺盛，奶
酪、低温乳制品等细分市场增长迅速，奶
业有望迎来新增长点，未来发展前景看
好。

业内专家建议，养殖户应通过优化
种群结构，提高单产和生鲜乳质量来增
加竞争力；乳企则应加大研发力度，开
发符合市场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积极
拓展销售渠道，以应对当前的市场挑
战。

山东泰安山东泰安：：““奶牛产业服务团奶牛产业服务团””蹚蹚出致富春天路出致富春天路
□秦承娇 张汶宁

北风呼啸，眼看着天越来越冷，泰安
市奶牛产业服务团团长徐胜林放心不下
宁阳县17个社区的自主鲜奶售卖机，决
定亲自前往各个社区检查一番。

“这两年奶牛场的日子不好过，原奶
过剩、价格低迷、消费市场疲软等问题接
踵而至，很多养殖户都面临着不小的压
力。咱们这自主鲜奶售卖机项目便是尝
试为奶牛场开辟一条新销路。”徐胜林一
边赶路，一边盘算着。

在泰安，奶业是农业产业的重要支
柱之一，全市奶牛存栏量4.01万头，日产
鲜奶 436吨。然而，近年来奶业市场的
风云变幻，让当地的奶牛养殖企业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困境之中，泰安
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抽调出一
支由专业人才组成的奶牛产业服务团，
2021年来，他们带着专家、技术和政策走
进奶牛养殖户，引导奶牛养殖向优势特
色方向发展，为泰安奶业的春天积蓄力
量。

深入牧场，精准把脉开良方
疫病防控是奶牛养殖企业的生命

线。在山东圣力牧业有限公司奶牛棚
前，泰安市奶牛产业服务团的专家樊丽、
王峰熟练地操作手机端应用，查看各项
监测数据，深入了解奶牛的健康状况，并
针对疫病防控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开出

“良方”。

“以前我们虽然也在做疫病防控，但
很多时候都是凭经验，对一些新的监测
技术和病症辨别方法了解不够深入。”山
东圣力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明明说。

为强化疫病防控，提升疫病防控能
力，泰安市奶牛产业服务团专家对全市
奶牛场实施免疫、监测、流行病学调查
与净化相结合的防控措施，对全市54个
规模化牛场采取所有奶牛程序化免疫
技术，定期监测免疫效果，对跨省调运
输入奶牛实行落地隔离饲养措施。截
至目前，全市已有14家奶牛场达到布鲁
氏菌病和结核病省级净化标准。有健
康牛才能保证产健康奶。从近年来部、
省、市、县四级抽检、异地抽检情况看，
泰安奶牛养殖场产的生鲜乳违禁物质
抽检结果全部合格；生鲜乳乳蛋白平均
值为 3.33%，乳脂肪平均值为 3.81%；菌
落总数 10万/毫升以下（夏天），均优于
全国水平。

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促发展
在山东金兰乳业标准化奶牛场内，

饲喂设备正按照预设的程序有条不紊地
运行着。奶牛悠然自得地进食，它们的
每一次采食动作和采食量数据都被安装
在食槽附近的传感器迅速捕捉并上传至
系统。这些数据会立即被分析处理，以
便牧场工作人员根据奶牛的实际采食情
况及时调整饲料配方和投喂量。

“奶牛每餐吃的食物堪比‘运动员’
营养餐，玉米青贮、苜蓿干草、豆粕、钙磷

锌等微量元素样样不能少，一头奶牛每
天‘伙食费’得八九十元，确保每一头奶
牛都能获得最适宜的营养供给。”金兰乳
业总经理法文静说道。

科技飞速发展，奶牛产业也迎来了
智能化、数字化的变革浪潮。泰安市奶
牛产业服务团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
积极推动科技在奶牛养殖企业中的应
用。“数字化加持，让奶产品高效优质
生产取得了重大突破，生产效率提高
20%以上，奶牛发病率减少 52%，每头
牛的综合效益增加 600元。”金兰乳业
工作人员说，企业也因此被评为“国家
奶牛核心育种场”“全国兽用抗菌药使
用减量化示范场”“国家畜禽养殖标准
化示范场”，并入选《全国生态农场创
新创业典型案例》《山东省智慧农业典
型案例》。

泰安市奶牛产业服务团以蒙牛、亚
奥特、安康、金兰等乳品加工企业为引
领，以城区周边、新泰、肥城、宁阳为区域
重点，优化奶业布局，加强良种繁育。岱
岳区、宁阳县先后实施奶业生产能力整
县推进项目，2年补助4000万，对辖区内
养殖场提高养殖设施设备智能化，提升
优质饲草供应，提升奶业生产能力和竞
争力。

理念先行，擘画产业新图景
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主任王强表示，泰安市奶牛产
业服务团宛如行业“纽带”与“智源”，既

为奶农、乳制品加工企业及科研机构构
筑沟通合作之桥，又以新技术、新模式启
迪奶农，助其挣脱传统养殖思维桎梏，紧
跟市场、需求与行业趋势，提升竞争力以
契合市场变化，进而推动泰安奶业持续
稳健前行。

“2020年，徐主任让我们在离地面
40厘米的高度收割青贮玉米，我半信半
疑，40多厘米的青茬儿白白扔掉，多可
惜。”法文静回忆，当时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她按照专家的建议，将一部分青贮玉
米从离地40厘米处开始收割储存，“没想
到虽然产量少了，但是这样收割的青贮
玉米水分少、营养足，更利于奶牛生长、
产奶。”

为解决养殖户卖奶难问题，泰安市
奶牛产业服务团积极推进产地“养加销”
衔接机制创新，探索奶业新路。“截至目
前，宁阳县共向17个社区投放智能自助
鲜奶售卖机，通过设立鲜奶驿站，为小区
居民提供安全、新鲜牛奶，已成功发展会
员用户6000余户，日均销售鲜奶2吨多，
这一模式为低温鲜奶进社区开辟了新路
径。”宁阳县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副主任郑元军说。

奶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技赋
能、产业协同与精细化管理的支撑。在
泰安市奶牛产业服务团的不懈努力下，
泰安市奶牛养殖企业的平均产奶量提高
了 20%以上，牛奶质量达到国家标准以
上的企业达到54家，全市4家乳品加工
企业，日加工能力1500多吨。

日前，记者从青海省海北
藏族自治州获悉，近年来，海北
州将牛羊出栏奖补与动物产地
检疫相挂钩，有效提高了养殖
场（户）牛羊出栏检疫申报主动
性。2024 年，全州牛羊出栏量
达 183.73 万头（只），完成牛羊
产地检疫 118.56 万头（只），出
栏量和检疫率较奖补实施前分
别提高 29.01%和 39.24%，为全
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引领区提供坚实保障措施。

为提高报检积极性，海北州
制定出台《2024年度海北州促进
州域牛羊出栏奖补方案》，将动
物产地检疫作为奖补资金申请
的重要依据，养殖场（户）经报检
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运至
目的地，报乡镇政府初审，由县

级农牧主管部门复审，以“一卡
通形式”直补至养殖场（户），牛
羊产地检疫率逐年递增。截至
目前，全州备案牲畜运输车辆
3564辆，备案牲畜运输主体 472
个，备案牲畜贩运主体9203个。

通过培训、岗位练兵等形
式提高检疫专业性，目前全州
官方兽医培训实现全覆盖。

此外，为提高报检便利性，
全州现设有牲畜检疫报检点 39
个，各乡镇牲畜检疫报检点覆
盖率达 100%，各报检点严格落
实节假日值班值守工作，切实
增强养殖主体在报检环节的满
意度，以优质服务为报检工作
的高效开展保驾护航，助力牲
畜贸易活动更加顺畅。

（孙海玲）

青海省海北州：牛羊出栏检疫率
实现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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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城
阳区以发展兽药产业为抓手，
积极出台多项政策，全力打造
兽药产业发展聚集区，推动兽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畜牧
养殖产业迈上新台阶。

城阳区深化“政务+审批”
合作，将兽药相关审批纳入政
务服务大厅，实现“一窗口”办
理、“一条龙”服务，为企业节省
跑腿时间，今年辖区新增多家
兽药经营企业与生产线。通过
出台多项奖励扶持政策，为企
业提供政策保障，目前已发放
乡村产业奖励资金 420 万元。
同时，积极培育以龙头企业为
主导的兽药产业链，推动全区
畜牧业健康发展。

在技术体系构建方面，搭
建动物基因工程疫苗国家重点
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助
力提升企业研发能力。青岛易
邦生物禽用灭活疫苗国内市场
占有率连续 10 年达 20%，位居
全国行业第一。同时，助力建
成小科爱牧 O2S智慧养殖云平
台，已服务 1.5 万余家养殖场
（户），提升了养殖企业无纸化

程度，助推节能减排。此外，动
物疫苗国家产业创新基地项目
被列入青岛市畜牧业重点项目
库，诺安百特动物保健品生产
研发基地等 14个重点项目入选
乡村产业振兴重点项目库，总
投资 32.2亿元。

为保障产品质量，城阳区创
新推行“三个举措”构建高品质
产品体系。建立联动监管执法
机制，联合多部门检查企业 160
余家次，出动执法人员 370余人
次，实现高效能监管。全区兽药
生产经营企业全面实施二维码
追溯管理，多数企业获评山东省
饲料兽药生产企业质量安全信
用分级管理A级企业。严守行业
准入门槛，全区11家兽药生产企
业均通过新版GMP（良好生产规
范）验收，且 2024年抽检兽药 12
批次，样品检测合格率100%。

2024年前三季度，城阳区兽
药产业成绩斐然，兽药生产企业
产值 15.33亿元，占全市总产值
80%，销售额 15.58亿元，兽用生
物制品生产企业产值 14.04 亿
元，占全市同类总产值 98%，均
位列全市第一。 （郝凌峰）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多策发力推动
兽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