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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要求，从 4月 1日起，我
国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中文标签必须
在入境前直接印制在最小销售包装上，不
得在境内加贴；从 5月 1日起，未经注册的
境外生产企业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不允许
进口。这两条新规表明，我国对婴幼儿配
方奶粉行业和市场的监管越来越严。

乳企面临最严监管

恢复市场对国产奶粉的信心，不仅需

要奶粉生产企业自身努力，更需要有关部

门不断强化监管

为确保婴幼儿奶粉的质量安全，近年
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去年
以来密集出台政策法规提高了乳制品企
业的行业准入门槛，推动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从多方面加强监管力度。而且，有关
部门对婴幼儿奶粉从奶源、生产制造到销
售等各个环节都出台了更为严格的国家
标准。“部分指标要求比国际标准更严
格。”有业内人士表示。

“国内乳企需持证上岗”、“对婴幼儿
奶粉质量按照药品管理办法严格监管”等
这些新要求，既有助于净化婴幼儿奶粉行
业的市场环境，也能促使奶粉企业加速以

质量安全为核心转型升级。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介绍，

首批获得乳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已“持证
上岗”。其中，伊利集团的金海生产基地
已于 2 月 27 日率先获批，天津、内蒙古、
黑龙江、新疆四大奶粉生产基地也随后陆
续获批。至此，伊利成为国内首家生产基
地全部获批的奶粉生产企业。“这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国内奶粉生产企业的不俗实
力。”业内人士表示。

国产奶粉标准很高

新修订的标准是我国婴幼儿乳粉的

第四代标准，部分指标比国际标准更严，

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之一

虽然一些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信心不
足，但实际上，近年持续监测结果表明，国
产奶粉质量并不差。国家质检总局最近
几 年 共 抽 检 国 内 乳 制 品 样 品 128240
个，产品合格率达 99.74%。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刘美
菊表示，我国对《婴幼儿配方食品标准》进
行了第三次修订，新修订的标准是我国婴
幼儿乳粉的第四代标准。新标准许多指
标不低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要求，属世

界上最严格的标准之一。刘美菊说，乳制
品协会曾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国产奶
粉随机抽检。受检的国产奶粉的主要营
养、微生物、矿物质等 20 项指标，均符合
标准要求。

“我国奶粉标准立足于保障我国婴幼
儿营养需求，并考虑行业生产和监管能力
等实际情况，部分指标要求比国际标准更
严格。”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标准与
监测评估司副司长陈锐说。

“按照严格的药品管理办法监管婴幼
儿奶粉质量。”监管部门提出的这一要
求，早已在伊利等大型奶粉生产企业的
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伊利生产奶粉的
全密闭自动化包装车间，是按 GMP （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标准进行设计
的，检验监测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国内大型乳企在执行严苛国标的同
时，原料质量、技术装备、管理水平等方面
都呈现飞跃式提升。

苦练内功提振信心

国内奶粉企业不再热衷于概念炒作，

而是扎扎实实地从产品质量做起，让消费

者安心采购

近年来，国产奶粉能在严苛的质量抽
检中胜出，得益于对产品质量的严格管控。

以伊利奶粉为例，近年来，伊利累
计投入 5 亿多元，配置各类精密检测仪
器 4100套，监测检验实现生产过程全覆
盖。伊利从原料奶收购到奶粉出厂，各
项检验检测指标达 1114 项。目前，伊利
以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为主线，已形
成“四标一体”综合管理体系运行机
制，率先通过了 HACCP （危害分析与
关键控制点） 认证。

为给婴幼儿提供优质合理的乳粉，伊
利早在 2009年就成立了国内首家母婴营
养研究中心，建立了全球首家“中国母乳
研究数据库”，由来自顶级机构的研究人
员和专家共同进行母婴营养研究，按照中
国婴幼儿成长各阶段的发育特点及营养
需求，提供适合他们的营养乳粉。

提振消费信心在于持之以恒的质量
管理。伊利等奶粉企业，甚至已持续数年
对公众敞开大门，让公众参观国产奶粉的
生产全过程。在参观中，消费者对国产奶
粉信心也得到了提升。

不再热衷于概念的炒作，而是扎扎实
实地致力于奶粉品质的提升，正在成为国
内奶粉企业的发展“主旋律”。

本版编辑 李 亮

市场信心来自品质
——我国奶粉产业透视

本报记者 黄俊毅

近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如今已创

下近几年来的新低。我国生猪生产达到

盈亏平衡点的猪粮比价约为 6 比 1,而在

一些地区，这一比值已经跌到了4.6比1。

为稳定市场价格，3 月 27 日，商务部

启动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在全国多个

省份同时开展收储。不过，这次收储效

果却不明显。

猪价持续下跌，首先是因产能过剩，

供大于求。前年 2 月份以后，由于产能过

剩，国内猪价持续走低。去年春季南方低

温阴雨，大量仔猪死亡，夏季生猪出栏量

下降，导致猪价连续上涨。虽然价格在

涨，但全国生猪存栏总量过剩的状况并

未改变。许多养殖场把 6、7、8 月份的价

格上涨当作新一轮上涨周期的开始，普

遍扩大规模，以致秋后供应量大增，价格

一路下跌至今。据业内专家估算，我国目

前猪肉产能过剩高达 51 万吨。供过于

求，猪价下跌难以避免。

猪价低迷，行业亏损严重。其实，导

致生猪行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水

平低，养殖粗放，成本高企。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猪场总数约 6713.7

万个，99 头以下规模的比重高达 50%。而

美国猪场才 7.1 万个，5000 头以上规模

的占 60%。规模化、集约化可以大大降低

养殖户生产成本，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由

于养殖成本过高，我国猪价已长期大幅

高于国际市场。去年我国白条猪每斤批

发均价在 9 元左右，国际市场瘦肉猪每

斤均价约合人民币 5.5 元。也就是说，国

内猪业如果提高规模化、现代化水平，降

低过高的生产成本，在目前价格形势下，

同样可有不菲的利润。

农业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外购仔

猪养殖户出栏 100 公斤肥猪，每头亏损

100 元左右。国内猪价虽已大幅低于养

殖成本，但市场从来只看供求关系，不看

生产成本。猪业要脱困，短期内可通过适

当压缩产能，实现供需大致平衡，提升市

场价格。长期来看，要通过进一步提高规

模化程度，提高养殖的现代化水平，提高

抗风险能力。

猪价继续下跌，很好地说明，启动冻

猪肉收储只能一时对市场发挥作用。猪

业脱困，不能等，还得靠自己，靠转变生

产方式。

脱困要靠自己
黄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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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生态，2002 年的那个马年，
宁夏盐池县在西部率先实施“封山禁牧”，
86 万只滩羊离开了草原。不少农民担心：
离开草原，滩羊能活下去吗？

日前，记者再次来到盐池县，听到了一
组令人振奋的数字：全县滩羊饲养量和产
值分别从 12 年前的 86 万只、1.4 亿元增长
到 300 万只和 6 亿元，农民人均来自滩羊
的收入由 200元增加到 1800元。

12 年间，盐池滩羊为何能发展成为如
此大的一个产业，盐池县县委书记刘鹏云
总结为 5个“得益于”。

得益于推动草畜产业大发展。盐池县每
年安排 2000万元财政资金，按每亩 200元
的补助标准，鼓励农民连片种植优质牧草，
集中打造了冯记沟平台、青山旺四滩等畜产
业示范基地。

得益于组建优质滩羊种群。盐池县每
年安排 1000 余万元财政资金，按每只种
公羊补助 800 元、基础母羊补助 200 元标
准，组建基础母羊核心群。

得益于建设规模化养殖园区。盐池县
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6000 余万元，按每座
棚舍补助 4000 元，每个园区补助 3 万元的
标准，建成规模化养殖园区 293个。

得益于建立小额贷款体系。盐池县每
年安排 300 万元财政资金为养殖户提供信
贷利息补助，实现为滩羊产业提供金融贷
款 19亿元。

得益于对养殖龙头企业的扶持。盐池
县重点扶持鑫海、余聪等龙头养殖企业。通
过示范园区引导养殖户对牧草加工、饲草
料配置、疫苗防治等环节进行系统控制。

5个“得益于”就是盐池滩羊从 86万只
变为 300万只的秘诀。

盐池滩羊

86 万只到 300 万只
本报记者 许 凌

“这些年，农民种田变化很大，现在种
的是‘精细田’，不像前些年，种的都是‘应
付田’。”四川省新津县龙马村党支部书记
李继伟告诉记者，由于种田效益低，村里
年轻人大多愿意出去打工，家里留下的劳
动力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前些年，许多
农户种田只是应付着，春天撒一把籽就出
去打工，秋天再请几天假回来收一下。

新津县农业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农民
种地从“应付田”变为种“精细田”，原因是

新津县实施了一项名为“生产大统筹，服
务全托管”的改革，即农民将育秧、田间管
理、收割等繁杂的农业生产，全部通过村
级组织交给社会化服务组织统一服务。

地处成都平原的新津县，一方面种粮
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另一
方面，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土地金贵，农民
不太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在推进农业
规模经营中，新津县遵循“分工协作、互利
互惠”的原则，将专业化和机械化程度高

的农业生产环节从农民手中剥离出去，交
给社会化专业合作组织统一服务。产前，
根据农技部门的调研和建议，托管服务组
织对粮食种植品种进行统一选定，统一育
苗、供苗；产中，托管服务组织提供从土地
翻耕、秧苗插播、田间管理到收获烘干的
全程服务；产后，实行统一收购。

新津县农业局负责人介绍，统筹托管
方不仅有种粮大户、散户，也有散户组成
的合作社；托管服务提供方不仅有农业生
产服务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也有工
厂化育秧企业等。

在新津县新平镇双石、宝墩等地，村
民自主联合组建了土地股份型和经营管
理型合作社，引进生产服务型合作社，各
类专业组织之间根据自身经营范围，围绕
生产统筹、服务托管，各司其职、分工合
作，既实现了土地规模化，又实现了管理

精细化和服务社会化，形成了一条环环相
扣、链式聚合的农业生产链。在这一链条
上，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和提供生
产服务的专业合作组织，既各负其责，又
各赚各的钱，相互支撑，共同发展。

通过“生产大统筹，服务全托管”的改
革，新津县有效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成本，
增加了种粮效益。据统计，传统散户种植
粮食平均每亩投入 745 元，产出 1470 元，
收益 725 元。交给专业合作组织统筹经
营、统一服务，平均每亩投入下降到 505
元，产出提高到 1540 元，每亩收益增加到
1035元。

通过改革，新津县实现了家庭分散经
营与规模经营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土地股
份型、经营管理型和生产服务型等专业合
作组织有机结合，解决了“谁来种田”、“怎
么种田”的问题。

本报讯 记者黄俊毅报道：日前，中国最大的乳品
企业伊利集团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签署了共建食品安
全保障体系的战略协议。

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将结合两国实践，针对生物细
胞培养、生物细胞安全评价等方面的最新技术，开展合
作。双方还将引入大数据概念，应用于两国乳制品的
质量分析。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透露，该体系将率先
针对牧场管理等奶源上游的技术进行先期开发，制定
饲料及土壤等方面的环境因素评价体系及追溯机制。
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建成后，中国与欧盟乳品系统将实
现同步检测。今年 2 月份，伊利集团在荷兰瓦赫宁根
大学成立了欧洲研发中心。此次，双方共建的食品安
全保障体系，将主要由该中心负责。

“食品安全技术保障体系的共建对中国乳业的发
展乃至世界乳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潘刚表示，承担
这个合作项目，伊利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也充满信心。

“我们有着乳品安全研发的扎实基础，有欧洲一流的合
作伙伴，同时我们还有欧洲研发中心这个实体平台，目
前建设这一体系的关键技术已经成熟。”

瓦赫宁根大学教授 Abraham Brouwer 表示，这
个食品安全体系中所用的开发的方法和技术已经成为
欧盟的标准方法，在荷兰和世界正在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检测精确度、速度和成本方面有很大的优势。瓦赫
宁根大学与伊利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和调试，在中荷乳品安全检测中发挥作用。

瓦赫宁根大学研究中心总裁 Aalt Dijkhuize 表
示，瓦赫宁根大学将在与伊利共建欧洲研发中心的基
础上，深化双方的合作。双方还将针对母乳研究、牧
场管理等共同开展研究。

“ 应 付 田”变 为“ 精 细 田”
——四川新津县创新土地规模经营模式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四川省新津县人均耕地面积仅 0.89 亩，比全省平均水平还低，土

地金贵，农民不愿意将土地转移出去。由于从土地中得到的收益有

限，新津县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了城。新津县面临着更加严峻

的“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现实问题。

伊利牵手国际研发机构
共建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这一段时间，福建东南佰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郑利山每天都要赶到林下种植基地指导工人采收
成熟的金线莲。“金线莲在玻璃瓶孕育 3 个月后，到大
棚驯化 1 个月，然后移到野外阔叶林下种植 6 个月以
上，才能进行采摘。”郑利山介绍说，人工培育的金线
莲，一年可以种两季。

林下套种金线莲提高了林地使用率，还能有效保
持林下水土。“一亩林地按照实种一分地的金线莲来
算，可种植 8000 株左右的金线莲，扣除人工、种苗等
成本，利润在 8000元左右。”郑利山说。

东南佰生公司是一家集金线莲研发、组培、种植、
加工与销售为一体的公司，年产金线莲鲜品 10 万公
斤，产值 5000 多万元。在福建南靖县，像东南佰生这
样规模的金线莲生产企业已有 46家。

为引导金线莲产业的发展，南靖县在资金、政策、
土地等方面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扶持企业和农户发展
金线莲种植；推动金线莲种植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
加强合作，联合攻关，延长金线莲产业链。

目前，南靖金线莲产业协会正在制定南靖县金线
莲产业发展规划：计划到 2015年，建成“金线莲万亩种
植示范县”，金线莲大棚种植和林下种植面积达 1 万亩
至 1.5万亩，年产值达到 40亿元至 50亿元。

金线莲林下生“金”
本报记者 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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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
价格行情系统监测，4 月 8 日，猪肉
价格继续下降，与前一日相比，猪五
花肉、猪后臀尖肉价格分别下降
0.4%、0.3%。

2 月份以来，全国猪肉价格持
续快速下降。与 1 月 31 日相比，4
月 8 日，猪后臀尖肉、猪五花肉全国
日均价分别下降 14.8%、15.9%。山
西、辽宁、山东等地的猪后臀尖肉，
河北、山东、海南、重庆、青海等地的
猪五花肉价格下降尤为明显，降幅
在 20%至 40%之间。

文/新华社记者 郭爱民

4 月 8 日，在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水稻集中育秧

基地内，技术员陈武松在检查秧苗生长情况。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建立水稻集中育秧基地，向

农户宣传集中育秧知识，大力推行早稻集中育秧。

吴 涛摄 （新华社发）

猪肉价格持续下跌

4 月 3 日，国家电网兴化市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

队在江苏兴化李中镇田头检修配电设备。春耕时节，

国家电网兴化市供电公司成立服务小分队走进田间地

头，为农民提供“零距离”的电力服务。 汤德宏摄

徐徐 骏骏作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