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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们收到了465万
元优质奶牛养殖补贴和152万元
饲草料补贴，‘真金白银’的帮
扶，为我们加快发展增添了信
心。”阿拉尔新农乳业牧业分公
司万头牧场场长卢安表示，公司
将进一步优化牛群结构，提高生
产效率，争取把奶牛存栏量由
8000头稳步扩大到1.1万头。

从兵团农业农村局获悉，截
至目前，《促进兵团畜牧业稳定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牧十
条”）政策到位补贴资金2.23亿元，
覆盖养殖加工主体4600余户。

2024年，面对我国主要畜禽
产品市场价格下跌形势，为稳住
兵团畜牧业基础产能，减轻行业
亏损面，稳定行业发展信心，兵
团出台“牧十条”，提出对优质奶
牛养殖予以补贴、对养殖加工予
以贷款贴息等十项举措。随后，
兵、师、团三级积极落实相关优
惠政策措施，鼓励符合条件的养
殖加工主体积极申报项目，共同
推动兵团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首批政策补贴资金
主要用于兑现优质奶牛养殖补

贴、肉牛能繁母牛补贴、能繁母
羊补贴、饲草料补贴、喷粉乳酪
等加工产品补贴等5条措施。

得益于政策助力，兵团养殖
亏损面明显收窄，“弃养退市”现
象得到有效遏制。据行业统计，
到2024年年底，全兵团优质高产
奶牛存栏 12万头左右，单产 9吨
以上奶牛约占泌乳牛数量的
50%，畜群结构进一步优化；能繁
母羊存栏 236万只，较上年同期
增加 7万只，肉牛能繁母牛存栏
25万头，增加5.5万头，基础母畜
数量保持稳定；首批补贴饲草收
储 186.56万吨，占总收储总量的
41%，有效降低了养殖主体饲草
收储成本，带动了生产成本下
降，帮助养殖主体渡过了难关。

兵团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继续深入推动实施

“牧十条”政策，加强政策宣传解
读，强化公示公开，对符合条件
的养殖加工主体应纳尽纳、应补
尽补。同时，积极谋划开展 2025
至 2026年度“牧十条”政策实施
工作，让补贴资金发挥最大效
益。 （赵优 白宝强）

新疆兵团：2.23亿元补贴资金
助推畜牧业稳定发展

保定市满城区：智能化牧场建设
助力奶牛产业发展

近日，在保定市满城区于家
庄镇汤村保定弘达牧业股份有限
公司奶牛养殖场内，唐锁柱，这位
养牛大户，正在井然有序的牛舍
内查看奶牛的情况。一头头黑白
花奶牛或悠闲地咀嚼着草料，或
慵懒地晒着太阳，时不时发出“哞
哞”的叫声，尽显勃勃生机。

自2007年8月落户满城区于
家庄镇至今，该公司建成总建筑面
积达 8.13万平方米，现奶牛存栏
2000余头，年产鲜奶 1.4万余吨，
每年综合利用本地玉米秸秆等
8000多亩，吸纳50余名本地妇女
群众务工。作为该公司的负责人，
唐锁柱说：“我们主要对接河北省
奶牛创新团队和河北省畜牧兽医
研究所，示范推广粗饲料本地化利
用及精准饲喂技术，提高饲料利用
效率和营养转化效率。今年又升
级了牛舍，加强智能化牧场建设，
提高奶牛的福利、降低疾病发生，
促进原料奶质量安全。”

为解决饲料问题，唐锁柱与
于家庄镇各村党支部合作，统一
收购各村党支部经办合作社的青
贮饲料，用于奶牛饲料，实现公司
节约成本、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唐锁柱表示，下一步，作为河北省
奶牛核心育种场，该公司将依托
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和省畜禽改良
站，通过后备牛的全基因组选育
和胚胎移植技术，加速奶牛的遗传
改良进展，通过养殖技术的培训和
示范推广，带动周边农民学习先进
的养殖技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
奶业振兴、乡村产业振兴。

近年来，满城区全面落实中
央、省、市奶业振兴计划，积极争取
上级资金，实施了奶牛良种繁育、
牧场智能化建设、家庭牧场升级改
造、粮改饲、生鲜乳喷粉等补贴项
目，通过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发展
标准化规模养殖，加强良种繁育及
推广，为促进全区奶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李雨馨）

科技赋能养殖业科技赋能养殖业 人工豆粕助力提质节本增效人工豆粕助力提质节本增效
□冯建伟 王婉晴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膳食结构正从“吃饱”向“吃好”转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十年，牛羊肉
消费量年均增长 3%—5%，乳制品消费
量增速更是超过 6%。然而，数据背后，
国内供给端却面临严峻挑战。2024年
牛羊肉自给率仅约 80%，高端乳制品也
严重依赖进口，且这一缺口仍在扩大。
与此同时，养殖业的核心命脉——饲料
资源也亮起了“红灯”。

我国耕地资源有限，人均耕地不足
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主粮优先”政
策下，饲料粮种植空间被压缩，豆粕等蛋
白饲料原料高度依赖进口。2024年，我
国大豆进口量达1.05亿吨，自给率不足
18%。饲料成本占牛羊养殖总成本的
60%—70%，而国际大豆价格波动频繁，
直接严重挤压养殖户利润空间。更为严

峻的是，南美牛肉凭借每斤20—25元的
到岸价，对国内养殖业形成双重冲击：既
抢占市场份额，又倒逼国内产业升级。

面对困境，践行“大食物观”，开发
非粮饲料资源，成为保障国家食物安全
的关键路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树立大食物观”，要求向非耕地资源、
微生物技术等要蛋白。农业农村部
《“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
划》进一步细化目标，到2025年，牛肉自
给率提升至 85%，奶源自给率超 70%。
这一系列政策既为行业指明方向，也揭
示了破局关键——必须通过科技创新，
突破饲料资源瓶颈。

在此背景下，北京泽牧久远生物科
技研究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依托农业
农村部《饲用豆粕减量替代三年行动方
案》，聚焦“非粮饲料替代”领域，联合国
内科研院所，组建跨学科研发团队。历
经多年攻关，成功研发出“人工豆粕”技

术及相关产品，并荣获“人工豆粕及其
应用和饲料”发明专利。该发明以生物
技术为基础，通过科学配比实现能量、
蛋白等营养成分与豆粕相当，部分指标
更优，且成本显著降低，为反刍动物养
殖提供了高效替代方案。

2023年，“人工豆粕及其应用和饲
料”技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获
得 发 明 专 利（ 专 利 号 ：ZL2023
10008567.2）。该技术不仅实现豆粕等
量替代，更构建起包含 6大类N项指标
的动态营养模型，可根据不同地区、品
种、生长阶段灵活调整配方，满足精准
养殖需求。

“人工豆粕”技术之所以备受关注，
是因为它具有四大显著优势。在营养
均衡方面，人工豆粕能量、蛋白含量与
豆粕一致，过瘤胃值更高，能有效提升
反刍动物对养分的利用率，保障动物健
康与生长性能。成本控制上，实验数据

显示，使用人工豆粕替代豆粕后，饲料
成本每吨降低近 200元，养殖户综合效
益显著提高。操作上也十分简便，产品
可直接等量替代豆粕，无需调整配方，
且适口性佳，动物采食量稳定。从资源
和环保角度看，人工豆粕减少了对进口
大豆的依赖，缓解“人畜争粮”矛盾，助
力畜牧业向生态友好型转型。

一项技术的好坏，最终还需要实践
来验证。由多位行业专家及养殖户组
成的实验人员，多次对品种、体重、入场
时间一致的健康状况良好的架子牛和
育肥牛进行试验，分别用人工豆粕型日
粮和豆粕型日粮饲喂一个实验周期后，
进行增重对比。试验结果均表明，在配
方结果几乎完全一致、部分重要指标甚
至比豆粕型配方还要高的情况下，人工
豆粕型配方成本降低近200元。类似试
验在多地重复验证，结果一致，证实人
工豆粕可稳定替代豆粕，实现“提质、节

本、增效”三重目标。
“大食物观”强调全方位多途径开

发食物资源，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泽牧久远人工豆粕技术的研发和
推广，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通过
减少对豆粕等进口饲料粮的依赖，人工
豆粕为畜牧业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的
饲料来源，促进畜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

泽牧久远以生物技术为核心，推动
养殖业从“资源消耗”向“精准高效”升
级、推动人工豆粕技术与智能化养殖深
度融合。通过“空中课堂平台”，养殖户
可实时获取基于当地原料价格、气候条
件的动态配方建议；与“两料三方四步
育肥法”结合后，实现从饲喂到出栏的
全流程营养解决方案。助力养殖户应
对饲料涨价、资源紧张等挑战。这一创
新不仅是“大食物观”的生动实践，更为
保障国家蛋白供给安全提供了科技支

撑。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技术专利

到产业变革，泽牧久远始终坚守“技术
我们给您讲，配方我们帮您做”和“因时
制宜、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配料”
的理念，用新质生产力帮养殖场降低成
本，提高收益。未来，泽牧久远计划投
入更多人力、物力建设反刍动物营养研
究中心，并与乡村振兴项目结合，为养
殖户提供“产品+技术+金融+服务”一站
式服务。

正如行业专家所言：“人工豆粕技
术不仅是饲料工业的革命，更是践行大
食物观的典范。”在这条用科技赋能养
殖业的道路上，泽牧久远将继续深耕畜
牧业科技创新，以人工豆粕为纽带，与
千万养殖户携手，帮助养殖户提质节本
增效，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共同筑牢
国家食物安全根基，让中国人的饭碗装
得更满、端得更稳、品得更香。

北疆牧歌新奏北疆牧歌新奏 奶业奶业““犇犇””向未来向未来

□吴楠

在祖国北疆，广袤无垠的内蒙古大
草原，蓝天白云下，奶牛悠然自得地啃
着青草。作为全国最大的奶业生产区，
内蒙古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孕育
出蓬勃发展的奶业。近年来，内蒙古以
质量强链为核心，从牧草种植到牛奶加
工，从科技赋能到市场拓展，全链条发
力，书写着奶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篇
章。

筑牢根基 夯实全链发展基础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蒙牛中国乳

业产业园台基营优质牧草示范基地，技
术员们早已开始忙碌。这里，一场盐碱
地改良的生态“革命”正悄然上演。以
前，托克托县虽拥有充足的水资源和肥
沃土壤，但大片盐碱地严重制约农业发
展。蒙牛集团旗下现代草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勇强和团队，联合科研机构与
专家，运用科学治理、节水灌溉等技术，
对 5万亩盐碱地进行改造。如今，这里
种满青贮玉米、苜蓿、燕麦等耐盐碱饲
草，不仅实现轻度盐碱地饲草长势良
好，重度盐碱地出苗率达 30%以上，节
水率更是超 30%，为奶牛提供了高品质
口粮。

在奶源端，内蒙古坚持自主培育与
引进繁育相结合，加快良种奶牛扩繁。
优然牧业赛科星清水河奶牛核心育种
场，宛如一座“种牛摇篮”。透过参观通
道玻璃墙，可见奶牛有序进入自动化挤
奶转盘机，药浴杀菌、拳握式验奶等工

序一气呵成。该育种场是国内规模最
大、遗传质量最高、技术集成要素最全
的奶牛核心育种场，每年培育顶级乳用
种牛 500头，生产高产奶牛性控胚胎 5
万枚，未来将建成服务全区、辐射全国
的优质奶牛种源基地。与此同时，内蒙
古不断推进规模化养殖场建设，目前，
全区百头以上荷斯坦奶牛规模养殖场
达567个，荷斯坦奶牛规模化率92%，较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

为保障奶源质量，内蒙古对生鲜乳
质量安全监管毫不松懈。内蒙古农牧
业科学院农牧业质量安全与检测研究
所内，实验器皿、试纸等整齐摆放。这
里可开展乳制品营养品质和风险因子
检测，为奶源质量安全把关。目前，全
区奶畜规模养殖场全部备案登记，466
个生鲜乳收购站和934辆运输车辆实现
监管全覆盖。生鲜乳违禁添加物已连
续 14年“零检出”，乳蛋白、乳脂等质量
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科技赋能 点燃质量强链引擎
在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液态奶全

球智造标杆基地，仿佛置身未来工厂。
无人车间里，智能搬运车灵活穿梭，机
械臂精准完成产品传送、举放。该基地
日处理鲜奶6500吨，采用每小时4万包
灌装生产线，每天生产的牛奶可满足千
万级人口城市日饮奶需求。自 2019年
启动建设，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聚焦打
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凝聚全球奶业顶
尖资源，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样本。

科技创新不仅体现在生产环节，还

深入到育种、营养等领域。在奶牛种
业，内蒙古构建“常规育种+现代生物技
术育种+信息化育种”创新技术体系。
国家奶牛数据中心收集超 9000余万条
奶牛育种表型数据，可用于遗传评估的
性能测定奶牛达 233.8万头。2023年，
我国自主研发的荷斯坦牛 126K基因组
选择育种芯片发布，技术达国际先进水
平。基因编辑技术和分子标记技术的
应用，大幅推动奶牛遗传育种进程。

从奶牛营养需求出发，科研团队不
断优化饲料营养技术。中国农业大学
建立幼龄奶牛阶段粗饲料最优利用模
式，对2周龄犊牛补饲优质粗饲料，可缓
解腹泻并降低死亡率。内蒙古自治区
乳酸菌与乳品发酵剂工程实验室开发
微包膜高效保护的乳酸菌冷冻干燥技
术，解决冷冻干燥过程中菌体存活率低
的难题，为提升奶制品品质筑牢技术根
基。

值得一提的是，市场监管总局首个
牛羊乳肉制品重点实验室在内蒙古国
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正式启动。实验
室致力于攻克乳肉制品安全检测技术
难关，给市场监管装上“智慧大脑”，让
每一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全程“阳光透
明”，为奶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协同共进 拓宽全链发展格局
内蒙古围绕奶业产业链，充分发挥

“链主”企业引领作用，组织产业链企业
开展多种招商活动，带动全产业链向更
高层次迈进。巴彦淖尔市按照“种好
草、养好牛、产好奶、建好链”思路，布局

4 个 10 万头奶牛产业园区，全部建成
后，园区入驻规模化牧场可达37家。阿
荣旗以“伊利工厂+奶源基地+全产业链
集群”协同发展，稳步实施“百亿级奶产
业”战略。达拉特旗凭借独特地理优
势，推动奶牛全产业链加速发展，打造

“百亿级”富民奶牛产业链。
在政策支持下，内蒙古金融机构为

奶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人民银行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聚焦自治区重点产
业链，优化供应链金融服务机制，出台
金融服务方案，形成多家银行合力支持
产业链的服务机制。内蒙古通过加强
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提升金融机构对奶
业产业链信贷资源配置，为奶业发展提
供资金保障。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为奶业发展
指明方向，提出推进奶业产业链整合，
提升生产和加工效率，提高乳品质量等
内容。内蒙古积极响应，持续推进奶业
振兴。呼和浩特市围绕优质奶牛繁育、
高端化乳品等领域开展“突围”攻关，创
建国家级草业技术创新中心，立志打造
名副其实的“世界乳都”。

如今，伊利、蒙牛双双跻身全球乳
业10强，内蒙古奶业在质量强链道路上
越走越稳。从绿意盎然的牧场，到智能
化的加工厂，再到广阔的市场，内蒙古
奶业正以高质量发展，将“一杯奶”的产
业做大做强，为保障国家农畜产品供
给，书写精彩答卷。未来，内蒙古奶业
将继续秉持质量强链理念，向着更高目
标奋勇前行，让乳香飘遍世界每一个角
落。

□张雪冬 孟佳澍 刘瀛

“土地是有限的，养殖是无限的。”这
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三道桥镇和平村党
支部书记边俊峰经常说的一句话。和平
村多年来一直从事西甜瓜种植生产，但
单纯依靠种地，很难让农民大幅增收，边
俊峰决心探寻养殖致富路。

搞养殖谋发展先一步致富
1997年，三道桥镇政府统一购买回

30头荷斯坦奶牛，刚刚 30出头担任和
平村支部副书记的边俊峰就购买了两
头奶牛，开始探索养殖模式，同时，在他
的带领下，和平村村民也跟着养起了奶

牛，到2005年和平村奶牛养殖户已发展
到20多户。

“2005年，由于村民每天挤出的牛
奶销售常常在价格、销售量等方面受制
于人，我就自己购买了一台吸奶器和一
个冷藏储奶罐，并用木头杆做了简易的
奶牛通道，建起了一个简易的挤奶站。”
边俊峰说，“同时，我还购买了几套旧
房，把临镇、邻村的奶牛集中到我们村，
这样牛奶的销售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2009年，边俊峰加大投资，收购奶
牛和倒闭闲置奶站，年底建成标准化的

“峻峰奶牛养殖场”。养殖场引入 TMR
饲料搅拌机、阿菲金管理系统和挤奶设
备，给奶牛戴上智能脚环，提升了养殖

管理水平，牛奶收购量达两吨多。
随着事业的发展，2017年，他和其

他两个养殖大户达成合作，共同投资建
成占地 200亩的 2000头标准化奶牛养
殖场——俊峰牧业。养殖场建成以后，
边俊峰的奶牛养殖场发展越来越好，奶
牛养殖场日产鲜奶量达到了26吨，给当
地的村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用“众筹”模式 带村民致富
2019年，随着边俊峰奶牛养殖场发

展得越来越好，“带着大伙儿一块儿富”
的念头让他决定让更多的村民参与到
奶牛养殖事业上来。2019年4月15日，
和平村党支部召开了全体党员和村民
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了“总支牵头，村
民入股，共建奶牛养殖合作社”的倡议，
并决定成立“众诚奶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

边俊峰说：“在筹划建立众诚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如何发动村
民参与进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村
民担心入股以后挣不到钱反而赔钱，也
有村民担心入股以后，挣到了钱会不会
被踢出合作社。面对这些问题，我带领
全村党员干部对村民进行宣讲，讲明我
的思路和想法，当然也讲明了其中的风
险。在第一次宣讲后，就有人报了名，
当时我们把第一批报了名的人员，领出
去参观了其他地方成功的牧场，让大家
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个行业。”

最终，239户村民入股 4930万元，
2019 年 6 月合作社注册成立，2020 年

2300头奶牛入驻。随着合作社不断发
展，2021年净利润 901万元，股东分红
653.2万元，红利率 15%。2022年启动
二期工程。 2023 年元月分红 300 万
元。如今，三个牧场运行平稳，奶牛存
栏 8300头，日产鲜奶近 100吨，累计增
收近1000万元。

做奶产品加工 带动产业增值
从 2022 年开始，由于出现产能过

剩，而且牛奶价格回落，边俊峰决定建
立自己的乳品加工厂，将牛奶经过加工
做成新产品，通过打造自己的品牌，销
售到市场从而提高产品价值。

边俊峰说：“刚起步的时候，由于没
有技术支撑，使用的还是以前最原始的
酸奶制作技术，后来我们与包头轻工学
院合作，引进国内一流生产线及食品安
全监测设备，升级了酸奶制作生产技
术，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在巴彦淖尔
市、乌海市等地进行销售。2024年我们
的奶制品销售已达近500万元。”

“前一段时间，我接触了人工智能
AI，感觉这里面的知识内容很强大，通
过询问，对我想了解的内容，它可以给
出一些深度的思考。近期，我想升级自
己的产品品牌和包装，人工智能AI帮助
我出一些方案、文案以作参考，现在的
科技真的是很神奇。”边俊峰说。

下一步，边俊峰打算继续巩固产业
发展，稳定牛奶产量。并且，重新打造
产品品牌、包装设计，逐步把自己产品
销售做上去。

探索养殖致富路探索养殖致富路 让牧场淌出让牧场淌出““软黄金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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