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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冰清 高玥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
成。”走进河南荣华牧业的办公室，一幅
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这
句话不仅是荣华牧业总经理江华的座右
铭，更是她创业历程的真实写照。满墙
的荣誉——“优秀牧场”“河南省美丽牧
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等奖
牌，荣誉的背后是这位女企业家在奶业
寒冬中的坚守和突破。

2022年以来，我国奶业遭遇持续低
迷，原奶价格一路下滑，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8月—2024年12月，全国平均原
料奶价格由 4.4元/公斤下降至 3.1元/公
斤。上游牧场每公斤原奶生产成本普遍
在3.8元以上，价格倒挂让许多养殖户含
泪退场，从上游牧场到下游乳企，无一不
在艰难求生。

然而，危机中孕育新机，巴氏杀菌
奶、冷萃酸奶等细分市场异军突起，中小
型家庭牧场积极探索养殖加工一体化模

式。今年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提出“落实肉牛、奶牛产业纾困政策，稳
定基础产能”“推动家庭牧场和农民合作
社为主体的奶业养殖加工一体化发展，
推动落实灭菌乳不允许添加复原乳国家
标准，促进国产生鲜乳消费。”为行业注
入了一剂强心针。江华的创业故事，恰
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生动缩影。

财富傍身回家乡初心回归养好牛
人生之路是由一个个选择构成的，

当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摆在你面前时，你
会怎么选择？河南许昌的江华夫妇总
是选择走那条更难一点的路。在实现
财富自由后，他们本可安享生活，却毅
然回到家乡许昌，投身养牛事业。谈起
当初的选择，农村出来的他们对土地、
对乡村的深厚感情已经融进骨血里。怀
揣着对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的眷恋和热
爱，他们一直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反哺家
乡的农业。这种热爱家乡、希望许昌越
来越好的情怀，让江华坚定地投身养殖
事业，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赛道。谁
曾想，自此他们的人生就像驶上轨道的
高铁一样停不下来，开始了终日与牛棚、
饲料、土地相伴的新“农人”生活，还要亲
力亲为到街头推销自家牛奶……

养牛第一步就是建牧场。牧场的

选址需要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地势
平坦、水源充足、远离污染源都是重要
考量因素。为找到理想场地，他们踏遍
许昌，最终选定一片远离污染、毗邻良
田的净土——方圆20公里没有污染源，
周边还有试验良田，可以用于种植青贮
玉米，作为牧场奶牛的优质草料来源。

接着夫妻二人驾车几百公里奔赴陕
西乾县、内蒙古土左旗等地亲自选牛。
回来的路上，怕牛在车上不适应，江华和
牛一起待在货车上，随时查看牛的情
况。货车颠簸，气味难闻，作为上市公司
财务总监出身的江华全然不顾，她的眼
里只有这些即将成为她事业伙伴的奶
牛。

从这时起，江华就把这些奶牛视作
了自己的孩子。

奶牛回到牧场里后，由于一路奔波
和难以适应新环境，一部分牛得了疫
病。没养过牛的江华看着生病的奶牛，
心急如焚，不知道怎么照顾这么多生病
的“孩子”，“当时看着牛趴在地上难受，
我都流眼泪。”眼看着牛的情况越来越
差，心疼的江华花了大价钱请来了专家
指导奶牛的养殖和护理。她跟着专家
认真学习，从饲料搭配到疫病防治，每
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在专家的指导下，
奶牛们终于可以在牛场里健康地生活。

艰难困苦打不倒耐心坚守寻出路
技术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

了。养牛是个辛苦活，当时的牛场还没
有引入各种现代化设备，需要人24小时
照料。于是江华白天是光鲜亮丽的白
领，穿梭在楼宇间处理商务事务；下了班
就来牛场拿着大铲子推粪，每天都得干
到很晚。牛场里又脏又累，可她从未有
过一句怨言，只是默默地坚持着，因为她
心中有一个养好牛的信念。

江华把养牛比作是在学游泳，要抡
着胳膊一直不停地游，否则就会沉入海
底。江华2012年踏入这个行业时，原奶
价格还足以让牛场有所收益。但随着近
几年奶业市场越来越低迷，荣华牧业也
面临着诸多困境：原奶价格持续下滑，养
殖成本却居高不下，企业的利润空间被
不断压缩。面对困境，江华选择优化饲
料配方，但绝不降低奶牛营养标准。“只
有牛吃得好，奶的品质才高。”她的坚持，
为日后打造优质奶源奠定了基础。

政策技术齐发力家乡人喝上新鲜奶
转机出现在2022年，为更好掌握原

奶议价权，由市营商办牵头，市农业农村
局沟通协调，江华夫妇全资2500万元收
购长寿乳业，并致力于本地消费市场的
开拓。在做奶的问题上，江华再次遇到

了选择题，是做保存更久的高温灭菌奶，
还是做保质期只有七天的巴氏杀菌奶？
这一次，江华依旧没有犹豫，选择了更难
的那条道路——巴氏杀菌奶。虽然保质
期短，在制作和运输方面都有更高的要
求，但是低温杀菌的奶会保留更多对人
体有益的菌群，对健康更好，江华选择坚
持全低温产品路线，“我要让家乡人喝上
最新鲜的奶”。

目前，公司在许昌市区建立了 5家
销售店面，9家合作配送网点，已服务社
区居民和学校学生幼儿园以及线上订
奶人群超 5万人，产品复购率超 60%。
下一步，公司继续深耕本地市场，将开
展小区送奶到户，抖音同城配送等业
务，让更多许昌人喝上优质低温巴氏杀
菌奶。在许昌市政府的支持下，江华夫
妇真正打造了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现代化乳制品企业，实现了“许
材许用，许产许销”，深耕本地市场，为
许昌人民提供安全健康的好牛奶。

从财富自由到回乡养牛，从行业寒
冬到全产业链突围，江华用行动诠释了

“事虽难做则必成”的信念。国家政策的
东风、技术创新的驱动，加上企业家的坚
守，共同绘就了这场“养好牛”的初心之
旅。未来，荣华牧业将继续以品质为舵，
在奶业新航道上破浪前行。

宁夏10年磨剑
育出24个苜蓿新品系

地方资讯地方资讯

5月 26日，记者从宁夏吴忠
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该市于 5
月中旬由市、县共同出资设立的
2000万元奶牛产业纾困担保基
金运行不到半个月，已有 14 家
养殖企业提交贷款申请，其中 1
家成功获批300万元纾困资金。

奶牛产业纾困担保基金委
托国有专业融资担保机构负责
基金的日常运作和管理，选择商
业银行合作，为奶牛养殖场（户）
提供贷款担保和增信融资。单
笔担保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00万
元，贷款期限放宽至2年，撬动合
作银行放贷比例提高 5倍，预计
发放贷款 1亿元，充分发挥政策

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构建财政资
金、社会资金的担保增信模式，
切实提升养殖企业抵御市场风
险能力。

吴忠市还开展生鲜乳喷粉
补贴。为符合自治区喷粉补贴
政策的乳制品加工企业，及时兑
付自治区生鲜乳喷粉补贴资
金。对超出自治区补贴的增量
奶粉，每吨奶粉给予补贴 1000
元。鼓励奶牛养殖场（户）申请
办理养殖设施权属证书，对办证
涉及的养殖设施测绘费用进行
补贴，符合条件的每场（户）补贴
1万元。

（铁志平）

宁夏吴忠市设立2000万元奶牛产业
纾困担保基金

近日，第三届中国苜蓿改良
及其他饲草育种会议在银川举
行。会上一则喜讯令人振奋
——宁夏农林科学院经过 10年
科技攻关，成功选育出24个苜蓿
新品系，让小小饲草也拥有了

“中国芯”，为我国草产业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苜
蓿育种岗位科学家杨青川在现
场解读会议选址宁夏的深意：

“宁夏地域面积不大，却是草饲
畜牧业发展的热土。北部灌区
奶牛养殖蓬勃，中部干旱带滩羊
成群，南部山区肉牛产业兴旺，
草产业对这里的畜牧业发展意
义非凡。而且宁夏高度重视畜
牧业，在科技投入上更是走在全
国前列，此次会议在此举办极具
现实意义。”

近年来，宁夏农林科学院锚
定科技赋能草产业目标，在苜蓿
及其他饲草育种领域持续深
耕。依托自治区育种专项等项
目，团队广泛收集引进创制国内
外苜蓿核心育种材料 1.5万份，
在田间精心保存育种材料 9.8万
份；打造 195 亩高产优质、耐盐
碱、耐旱苜蓿育种基地，建成 40
个多元杂交圃，为新品系培育筑
牢根基。不仅在苜蓿育种上成
果丰硕，在燕麦草、粮饲通用型

玉米等饲草育种方面，也培育出
一批优质专用品种，为宁夏奶
牛、滩羊等特色畜牧业装上了科
技引擎。

宁夏气候条件得天独厚，本
就是优质苜蓿生长的沃土，然而
长期以来，宁夏苜蓿品种却依赖
国外引进。如今，这一局面正被
改写。“‘牧草芯’也能代表‘中国
芯’！”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天辉分享团
队获得科研突破时难掩自豪，

“过去用常规育种方法，选育一
个新品种需 10到 15年，现在借
助分子标记辅助现代生物育种
技术，大幅缩短了育种流程，破
解了国产自主培育品种育种周
期长等‘卡脖子’难题。”

“2014年，自治区党委、政府
开始大力支持苜蓿育种工作，我
们科研团队从零起步，十年如一
日钻研。”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婷说，目前
已育成24个新品系，涵盖高产优
质、耐盐碱、耐旱、抗蓟马等类
型，其中 4个新品系已进入国家
区域试验。如果进展顺利，明年
将迎来宁夏首个国审苜蓿品种，
这一成果将为宁夏苜蓿产业发
展提供关键科技支撑，意义重
大。

（马越）

□王雅楠

近日，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羊
三木回族乡林江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片
的紫花苜蓿随风摇曳。走近细看，不同
地块的苜蓿颜色深浅不一，株高也大不
相同。“之所以有这些差异，秘密就在它们
喝的‘配方水’里。”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
业资源环境研究所副主任、国家牧草产业
技术体系沧州综合试验站主要团队成员
刘振宇说，所谓“配方水”，就是含盐量不
同的微咸水。紫花苜蓿用不同含盐量的
微咸水灌溉，会出现不同的生长效果。

苜蓿，被誉为“牧草之王”。由于其
耐盐碱性，以及在降低土壤含盐量、提

升土壤有机质方面效果显著，种植苜蓿
成为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改良盐碱地
的重要手段。

试验田不远处，4个长方形水池整
齐排列，引人注目。“池子里分别装的是
淡水和我们为这片盐碱地特意调配的
微咸水。”刘振宇说，这4个池子的水，含
盐量从南到北依次为0、1‰、2‰、3‰。

“改造盐碱地关键在于减少土壤中
的盐分积累，水的管理和利用就显得尤
为重要。”刘振宇说，以前，他们用淡水
压盐，主要采取打深井、修水渠、挖排水
沟等工程措施，利用淡水淋洗地表盐
分，在压盐的同时灌溉作物。虽然改造
效果明显，但要消耗大量淡水资源。

如何破局？刘振宇指向试验田一
旁的咸水淡化处理设备，他告诉记者，
他们将排盐沟渠的咸水抽上来之后，通
过这套专业处理设备对水进行两次过
滤。首先过滤水中的杂质，其次去除水
中的盐离子，然后将水调配成含盐量不
同的微咸水储存到水池中。

为精准掌握不同含盐量的微咸水
对苜蓿生长的作用，他们将苜蓿试验田
划分为 4个区域，用 4个水池的水分别
进行灌溉，并记录苜蓿生长情况。

“苜蓿喝上含盐量2‰的微咸水，品
质显著提升，株高超80厘米，叶片明显增
多，单个叶片的面积也变大了。”刘振宇
说，经过近两年的试验、分析，他们团队

迎来了阶段性成果。试验证明，用含盐
量2‰的微咸水灌溉盐碱地，土壤耕层盐
分全年没有积累，是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
力度、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的最佳方案。“相较于雨养旱作的苜蓿，
喝了微咸水的苜蓿不仅根系发达、叶片
多，粗蛋白含量高，而且亩产量能提升
30%以上。”刘振宇说，治理盐碱地的同
时，苜蓿种植的经济效益也提高了。

苜蓿、小麦、玉米等作物都有最经
济灌溉水盐分阈值。刘振宇表示，接下
来，他们计划在林江农场千亩盐碱地上
应用微咸水高效利用技术，并在滨海盐
碱地进行推广，全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
业这篇大文章。

““牧草之王牧草之王””喝上喝上““配方水配方水””盐碱治理见奇效盐碱治理见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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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巴西大豆产业呈现出一派
产销两旺的繁荣景象。根据巴西国家商
品供应公司公布的数据，2024/2025年度
巴西大豆预计产量约达1.68亿吨，较上
一年度增长14%，将创自2015年以来的
最高纪录。同时，巴西大豆在国际市场
尤其是中国市场上大受欢迎，再次彰显
出其对巴西出口经济的重要贡献。

其实，在 20世纪 70年代之前，巴西
还是一个粮食作物匮乏的国家。而今，
巴西得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
国，很大程度应归因于国家计划与自由
市场的有效结合。

巴西大豆产业的初期发展，离不开国
家的规划与扶持。20世纪60年代末，巴
西政府在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州启动了
一项旨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计划，其中大
豆种植被纳入夏季作物序列。为此，巴西
大规模开垦了塞拉多等新的农业区域。

塞拉多地处巴西中西部，地广人稀、
地势平坦、土地价格低廉，适合发展大规
模机械化农业种植。不过很快，一个意
想不到的状况就出现了——由于当地土
壤酸性较高，从南方引进的大豆品种并
不适宜在此地种植。为此，巴西国家农
业研究所大豆部门展开集中技术攻关，
很快就取得了重大突破，开发出能够在
巴西热带气候和酸性土壤中生长的新品
种。同时，政府还通过国有银行向大豆
种植农户提供资金，加快推动小规模种
植转变为工业化生产，并修建了大量道
路，建立起较为规范的国际交易渠道。

在1976/1977年度收获期，巴西生产
了1200万吨大豆，绝大部分产自南部地
区。到 2000/2001年度，这一数字达到
3840万吨，其中中西部地区已成为主要
的大豆种植区。巴西国家农业研究所大
豆部门负责人亚历山大·内波穆塞诺表
示，20世纪 70年代，巴西的生产率中位
数约为 1.6吨/公顷，现在这一数字已经
超过3.6吨/公顷，“这些增长主要得益于
巴西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投资”。

伴随大豆产量的增长，巴西的农业
经营主体开始逐步分化为家庭农场和商

业化运作大农场两种模式。其中，家庭
农场生产的粮食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巴
西人家庭消费79%以上的食品由家庭农
场生产；而商业化运作大农场生产的粮
食则主要用于出口。

随着国际市场对巴西大豆的需求越
来越大，巴西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逐步推动农产品自由贸易，为巴西大豆
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尤其是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大豆的
需求急速增长，火热的中巴大豆合作也
由此拉开了帷幕。

中巴大豆贸易长期稳定。作为大豆
消费大国，中国的年需求量约1.1亿吨。
巴西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
口国，也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大豆供应
国。2024年，中国进口大豆1.05亿吨，其
中自巴西进口7465万吨，占比71.1%。

双方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农业技术
合作。一方面，中国先进的农业机械、投入
品（化肥和农药等），成为巴西的主要进口
产品；另一方面，种业合作也日趋深入。比
如，中资公司隆平巴西是巴西大豆等农作
物种子研发的重要科技创新平台。该平台
自2018年开始推动相关育种项目，并推动
双方种质资源、育种技术的交流。

最近几年，巴西大豆产业又面临一
项新挑战——伴随大豆产量的提升，巴
西森林砍伐现象也浮出水面。有关国际
组织还发起了一场抗议与农业相关的热
带雨林砍伐运动，主导世界大豆市场的
主要跨国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不
购买在砍伐森林形成的新农地上种植的
大豆。针对这一质疑，中国与巴西不断
加强可持续农业合作，中国也由此成为
巴西大豆产业绿色转型的好帮手。

为帮助遏制巴西大豆生产过程中的
毁林现象，自 2019年起，中粮国际对巴
西的一些农场进行土地监测，绘制了风
险地图，建立起“大豆可追溯体系”，还对
当地农民开展了相关培训。目前，中粮
国际已实现自巴西直接采购大豆的
100%可追溯。

2023年10月份，中国中粮集团创新

性地建立了国际可持续农产品认证标准
——“中粮国际负责任农业标准”，旨在
推动大豆生产供应链的绿色升级。2024
年，中粮集团成功向国内交付了首单完
全符合“零毁林和零植被破坏”标准的巴
西大豆，这标志着中巴在可持续农业合
作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突破。

当前，在美方发起新一轮关税战的
背景下，中巴由大豆牵引的互利共赢的
自由贸易更显难能可贵。

美国大豆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斯科
特·格尔特表示，此前，“美国每三行或四
行大豆中一般就有一行是中国购买的”，
但如今，高昂的关税已经“事实上切断了
美国农民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联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久前，满
载近7万吨巴西大豆的“光辉”号外籍货
轮缓缓停靠在中国宁波舟山港老塘山中
转作业区。随着国际形势和贸易环境的
变化，中国对巴西大豆的采购量明显增
加。根据宁波舟山港老塘山中转作业区
统计，4月份，巴西大豆装卸量达 70万
吨，同比增长超三成。

由美国大豆协会等组织共同创立的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吉姆·萨特
称，许多生产商都在指望本届美国政府最
终能找到一个互利的解决方案，但持续的
不确定性以及对上次贸易战的记忆，正考

验着他们的乐观情绪。“人们会问，谁是赢
家，谁是输家？”萨特觉得，赢家是巴西农
民，输家是美国大豆种植户。而究其根
本，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并未改变，自由
贸易依然是推动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重
要引擎，将政治私利凌驾于自由贸易之上
才是造成输家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下，这样的
互利共赢佳话不仅局限于中巴。除了
巴西大豆，还有阿根廷牛肉、厄瓜多尔
白虾、智利车厘子、秘鲁蓝莓、洪都拉斯
咖啡等越来越多的拉美优质农产品不
断丰富着中国百姓的餐桌。此外，近日
中国和阿根廷、委内瑞拉、乌拉圭等 19
个拉共体国家建立了双边农业合作机
制，对接需求、凝聚共识。中巴大豆合
作的成功实践，不仅印证了南南合作模
式的强大生命力，更揭示了全球产业链
重构的内在逻辑，唯有打破壁垒、深化
互信，才能释放出资源互补的乘数效
应。

面对逆全球化杂音，巴西大豆的全
球化之旅以共赢叙事证明，主动融入多
边体系、构建韧性供应链，正是新兴经济
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答案。这片热
带土地孕育的“金色奇迹”，将继续在开
放与合作中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据《经济日报》）

巴西大豆与全球化共舞巴西大豆与全球化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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