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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的石崇刚
养了12年奶牛。回忆最初的情形，老石用
了“落后”二字。“总共4头，就养在自家
院子里，每天自己挤奶卖给奶贩。”老石
说，用现在的眼光看，人畜共处、人工挤
奶的方式都不符合卫生要求。而且，当年
正是个别不规范的奶站和流动奶贩，向生
鲜乳中违法添加了“三聚氰胺”，给我国
乳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老石说，2008 年以后，牛“走出家门”，
进入养殖小区，改变了饲养环境，逐渐又从
养殖小区向规模化牧场转变，饲料、兽药、
防疫由合作社统一提供，出现问题可以追
溯源头，实行机械挤奶，保证卫生。

“养殖小区和规模牧场的好处是，设
施更加完善，管理和防疫更加科学，奶牛
健康水平较高，原料奶的理化指标和卫生
指标更可控。”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李胜利说。据统计，2012 年全
国存栏 10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养殖比重达
到 35%，比 2008 年提高 15.5 个百分点。
100 家主要乳品企业日收购生鲜乳的 80%
以上都来自于规模牧场或小区。

婴幼儿奶粉事件还促使相关部门对奶
站实行更严格的监管。目前，全国共有奶
站 1.3万个，比整顿前减少 6890个，且全
部核发了生产许可证和车辆准运证，奶站
的设施设备、卫生条件、检测手段等都明
显改善。

每天清晨，在工厂收奶区排队等候检
测的奶罐车是北京三元食品一道标志性的
风景线。三元对原料奶的收购要求近乎严
苛。三元食品副总经理陈历俊介绍，每一

批原料奶都要经过至少 28 项指标的检验，
包括初检和复检“两大关”，合格后，直
接由奶罐车进入生产管道，实现全封闭生
产，避免环境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在乳品加工的全过程中，每道工序都
要取样，由化验室检测并保留样品到保质
期以后两天才销毁。在三元的生产管道
上，还有一个特别装置——取样阀，供车
间管理人员对每批产品取样，喝下样奶，
这是三元一直坚持的“人体试验”。

三元的表现说明，只有品质才能决
定产品和企业的未来。风雨过后，汲取
经验和教训，乳企学会的是对质量安全
更加严苛的自律，增加的是追求品质的
内在动力。

“2008 年以后，国家对奶业健康发展
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中国奶业协会秘
书长谷继承深有感触地说，国家相继出台
的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奶业
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 等一批重要法规和
文件，让奶业发展走上了有法可依和规范
化管理的轨道。

农业部奶及奶制品质检中心主任王加
启介绍，农业部从 2009 年开始实施全国
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4 年来累计抽
检生鲜乳样品 7.7 万批次，检测结果表
明，生鲜乳中三聚氰胺、皮革水解蛋白等
违禁添加物检测合格率达到 100%。

回头看婴幼儿奶粉事件，谷继承说，
它让奶业遭受打击，但也让奶业得以反思
和升级。现在，奶源更可靠了，乳企对质
量安全的追求更高了，国家对行业的监管
更严了，奶业走上了更健康的发展道路。

在痛定思痛中“绝地反击”
—— 透 视 中 国 奶 业（上）

本报记者 张 雪

我国是世界第三产奶大国，新世纪以后，奶类产量连续跨越 3 个千万吨台阶，已接近 4000 万吨。但 2008 年发生的
婴幼儿奶粉事件，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生产企业“三鹿”应声倒地，奶农杀牛倒奶，消费者丧失信心，国产奶业陷入前
所未有的危机。

这几年，我国奶业积极调整脚步与方向，寻求转型与升级。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奶业大会上，农业部副部
长、中国奶业协会会长高鸿宾说：我国奶业已走出困境，目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奶业发展水平最好的时期。

 







小胡是位准妈妈，孩子还有 3 个月就
要出生了。她现在最头疼的事就是不知道
该给孩子吃什么品牌的奶粉。小胡说，周
围的朋友都给孩子吃洋奶粉，她虽然说不
清洋品牌到底好在哪，但还是准备托朋友
从国外带几桶。和小胡有相同想法的人不
在少数。这一点，从某些网站洋奶粉代购
生意的红火程度就可以看出。

“消费者舍近求远到国外市场购买洋
奶粉，有一部分原因是受负面事件影响，
对国产乳制品信心不足。”谷继承分析，
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受价格的影响。据了
解，在欧美国家每罐 900克的奶粉价格仅
为 8 欧元到 12 欧元，换算成人民币为 70
元到 100 元左右，但在国内，凡是沾上

“洋”字的奶粉一般在 200 元以上。一倍
左右的价差，让很多消费者选择了网购、
代购洋奶粉的方式。

这几年，洋奶粉受到追捧，国外乳企
在中国市场特别是婴幼儿奶粉市场获得了
更多机会。在北京等一线城市的大型超
市，美赞臣等洋品牌占据着显要位置。
2009 年起，一些新的洋奶粉品牌又陆续
进入中国市场。它们不仅占据了一线城市

中高端婴幼儿奶粉市场的主要份额，而且
正在加速布局二、三线城市。今后，奶粉
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国内乳企面临的
压力还将增大。

“正视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国奶业更要
抓紧时间解决好自身的问题。”谷继承说。
我国奶业发展先天不足，奶源基地建设滞
后。虽然近年来乳企加快自有奶源基地建
设，以此获得稳定而优质的奶源，但目前乳
品企业主要还是依靠合同收奶。奶农、奶站
和乳品企业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它们之间
缺乏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一体化程度不
高，奶牛养殖和乳品加工形成“两张皮”，这
往往导致几方都“很受伤”。

庄庆保是鲁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过去，他没少面对“旺季争
抢奶源，淡季无处可卖”的尴尬，直到
和两家企业签订长期购销合同，合作社
的收入才渐渐稳定下来。而企业一方也
有自己的苦楚，辛辛苦苦扶持合作社、
养殖小区等奶源基地，有时却成了“为
他人作嫁衣”。缺少联结机制，企业难以
获得稳定奶源，奶农也难以获得稳定收
益，这显然不利于奶业的长期发展。

没有安全可靠的奶源，就没有健康的

乳制品。2008 年之后，我国推进了奶牛养

殖规模化的进程，并加强了监督管理。同

时，国家对奶业的扶持政策也不断完善，陆

续出台了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等一系列

政策，提高奶业发展水平。

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奶业依旧处在

爬坡阶段，仍面临诸多挑战：消费者对国产

乳制品信心尚未完全恢复，洋品牌加速布

局国内市场，奶源基地建设滞后，奶牛饲养

成本偏高，比较效益偏低等。

做奶业调查的初衷，是出于对奶业新

闻的关注。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内

地购买婴幼儿奶粉的数量限制，引起舆论

围观，并由此引出市场对国产奶业的不同

猜想，直至近期国务院对奶粉生产监管出

台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

随着采访逐步深入，我们发现，仅仅出

于新闻追踪而关心中国奶业，其实远远不

够。从调查来看，国产奶业具有几个鲜明

特点。

一是产业链条长。从源头牧草种植、种

牛培育、奶农养殖、奶站收购、厂家加工，直

到销售终端，涉及种养殖、疾病防治、运输储

存、研发加工、销售配送等众多环节，任何一

道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是市场容量大。目前我国奶类年产

量接近 4000 万吨，是世界第三大产奶国，但

我国人均奶类消费量只有 32.4 公斤，不到

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根据测算，居

民收入每增加 1%，带动奶类消费量增长

0.8%，如果再加上人口增长、农民转移进城

等因素，到 2020 年我国奶类消费量将比现

在增加一倍。这是一个惊人的市场，既是

巨大的机遇，也是艰巨的挑战。

三是社会影响大。一杯奶、一袋奶粉，

从清晨开始，到夜晚入睡，从嗷嗷待哺的婴

幼儿、茁壮成长的青少年，到不同阶段的中

老年，几乎每个家庭都不可缺少。因此，能

不能稳定供应、能不能安全供应、能不能高

品质供应，奶业时时刻刻都在接受考验、接

受检验，它关系到每一个人，也关系到整个

社会。

把这些特点放在一起，中国奶业的重

要性可想而知。那么，国产奶业的品质质

量和安全状况到底怎么样。毫无疑问，

2008 年出现的“三聚氰胺”事件，以及其后

个别地方个别产品发现的一些问题，给国

产奶业带来猛烈冲击。痛定思痛，国产奶

业进行了深刻反思，从监管层到各个企业、

奶牛养殖场，打响了一场在业内称为“绝地

反击”的保卫战。道理很明显，没有产品质

量的提升和消费市场的认可，所有产业链

条上的人都要受影响，大家只能齐心协力

闯关。

从安全质量上看，奶业是否安全取决

于 3 个环节：奶源可控、生产可控、辅料可

控。沿着这一链条，记者走访了许多业内

人士，无论在加工厂、挤奶站，还是在自有

牧场、集中养殖小区，从技术员、运奶工到

奶农，几乎都表达了一个意思：目前奶品监

管是最严格的，国产奶是放心奶。山东济

南一家奶站负责人说，与奶牛打交道，一年

365 天都交给了牛，一天都不能休息，谁在

这上面打马虎，不是白忙活了！

我们多地多次采访了奶源环节。这

几年，中国奶业重点抓了规模化和标准化

养殖。规模化养殖对奶源质量至关重要，

有了规模才利于标准统一和机械化水平

提高，比如挤奶环节，散养户从成本等各

种条件考虑，只能人工挤奶，哪道工序偷

懒一下，就可能出现生奶污染。“三聚氰

胺”事件以前，奶站监管“九龙治水”，容易

出现漏洞。后来，奶站由农业部监管，目

前奶站已由 2 万家减少到 1.3 万家，且全部

核发了许可证。同时，机械挤奶率达到

90%以上，今年一季度抽检生鲜奶 1600 多

批次，全部合格。

这些现象与事实告诉我们，国产奶值

得信赖。既然如此，为什么市场上不时会

出现“怀疑”的声音？一些资深奶业人士认

为，值得信赖并不表明国产奶业已经百尺

竿头。奶业链条很长，生鲜奶区域性也很

强，个别产品和地方出现问题很容易造成

对整个产业的冲击。对此，我们要做的就

是下更大的功夫推进传统奶业向现代奶业

转型。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说，我国奶业

正处在不进则退的爬坡阶段。这个坡怎么

爬？从目前来看，要抓紧转型升级，比如自

建奶源基地，这是发展方向，但由于成本高

等因素，目前乳品加工厂自有奶源才 11%，

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中国奶业协会秘书长谷继承说，奶业

仍然是朝阳产业。这就意味着奶业市场潜

力巨大、成长空间巨大、竞争压力也将越来

越大。从这一角度看，关注奶业，更需要我

们走进奶业。只有走进去，才能发现一个

真实的正在奋力爬坡的中国奶业。

我们为什么关注奶业
瞿长福

日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杰灵养殖专业合作社与
当地大型连锁超市张掖新乐超市有限公司签订了“紫家
寨”禽蛋专供协议，这意味着该合作社生产的禽蛋产品将
直接送进超市，合作社营销方式也由过去的“游击队”升
级为“正规军”。

同样受益于“农超对接”模式的还有甘州区花寨小
米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春节期间，该合作社生产的

“金花寨”小米热销，仅在甘州区的超市、商场销量就超
过 200 吨，每斤售价达 16 元。“超市对农产品的需求是
长期稳定的，我们合作社通过与超市合作，不但占有了
稳定的消费市场，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小米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也大大提高。”甘州区花寨小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甄彬说。

近几年，甘州区按照“政府引导、市场拉动、合作社推
动、产业带动、农户联动”的发展思路，围绕蔬菜、制种、草
畜、轻工原料等主导产业，累计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724 家，注册资本达 19.4 亿元。在培育壮大农民专业合
作社过程中，甘州区着眼于破解农产品“卖难”问题，通过
大力推广“农超对接”模式，有效减少了农产品流通环节，
降低了门店、超市、企业进货成本和零售价格，实现了合
作社、超市、消费者“三赢”。

甘州区区长张玉林告诉记者：“‘农超对接’作为一
种新型农产品流通营销模式，有力打造了农产品生产
环节到终端销售环节的‘直通车’，不但规范了农产品
产销一体化链条，确保了食品安全，同时也强化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
经济发展。”

截至目前，甘州区已有大满杰灵养鸡、前进奶牛、花
寨小米种植、珍源养蜂、佳瑞虫子鸡、金桥蔬菜种植等一
大批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大型超市实现了产销对接，月均
销售额达 1012万元。

甘肃张掖甘州区——

农超对接闯市场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郭登通

日前，记者走进贵州省锦屏县雷屯村，一栋栋砖木结
构的民房掩映在绿树丛中，一条条宽敞整洁的水泥村道
连通各家各户，太阳能路灯、文化广场、图书室等公共设
施一应俱全，一幅山绿人富村美的田园画卷展现在记者
眼前。

近年来，雷屯村立足“山要绿、人要富、村要美”，按照
“稳粮、抓蔬、兴果”的发展思路，探索出了一条欠发达山
区建设美丽乡村的新路。

“变山变水先变人。”雷屯村从治穷先扶智着手，采取
个人自筹、村补贴的方式，组织村党员干部、致富能手等
赴湖南、山东等地考察学习，引进先进种植养殖技术 3
项，新增带富项目 5 个。目前全村掌握 2 门以上农村适
用技术的新型农民 230 余人，农民土专家 75 人，科技致
富能手 60人。

雷屯村积极走科技化种植、产业化经营、基地化生
产、订单化销售的路子，采取“支部+协会+农户”的模式，
发展水稻和棉花制种、蔬菜、经果等 5 大产业，逐步使传
统农业朝着现代农业方向发展，形成“粮—菜—果”一体
化的农业发展格局。全村常年种植蔬菜 440 亩,金秋梨、
枣子等经果林种植 265 亩，早熟西瓜 120 亩,杂交水稻制
种 200 亩，杂交棉花制种 140 亩。去年，雷屯村年收入在
10万元以上的农户达 86户。

雷屯村还积极走出去招商引资，引进深圳一家企业
投资 3000 万元实施特色生态蔬菜基地项目建设。项目
建成后，将带动雷屯村及周边村寨农户种植生态无公害
蔬菜 5000亩以上，年产值将超过 5000万元。

腰包鼓了，村民改善村庄环境的积极性更高了。全
村投入 1200 余万元，实施沼气建设 158 户、房屋改造
110 户，完成村寨绿化、垃圾池和排污沟建设。“我们村现
在可以概括为：环境像公园、致富有平台！”村支书龙相远
自豪地说。

贵州锦屏雷屯村——

山绿人富村庄美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刘俊明

本版编辑 刘 佳

陕西省留坝县森林覆盖率达 88.6%，是陕西省林业

重点县之一。近年来，留坝县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推动

中药材、林果种植和以林麝、蜜蜂为主的特色养殖产业，

努力让农民“不离乡就能就业、不砍树就能致富”。

2012 年，全县“林下经济”实现产值 2.1 亿元，帮助农

民人均增收 4100 元，成为当地百姓增收主渠道。图为留

坝县留侯镇闸口石村村民吴青花在自家地里展示她家种

植的西洋参。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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