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7月 5日 星期二11 企 业

北大荒完达山乳业实施从源头到餐桌全程品质监控——

数字化提升企业竞争力
本报记者 吴 浩

上市公司更应专注主业

李华林

着力打造发展“红色引擎”
——对话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褚斌

本报记者 周 琳 商 瑞

江西省通瑞电池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新余市分宜县，主要生产磷酸铁锂软包动力电池，产品

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设备、电机等领域。依托先进的电池储能调频应用技术，该公司目前在手订

单金额超过 3亿元。图为通瑞电池制造有限公司的员工在车间忙碌。 凌厚祥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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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面对世界范围内疫情持续蔓延、港

口拥堵加剧、经济增速放缓等复杂形势，天津港

集团统筹疫情防控和港口生产经营，前 5 个月集

装箱吞吐量创出历史同期最好成绩，为更好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畅通

“大循环”“双循环”作出了贡献。近日，经济日

报记者专访了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褚斌。

记者：今年是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的收官

之年，天津港集团在深化国企改革、推进高质量

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褚斌：天津港集团高站位落实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方案，释放改革红利，积聚高质量发展的“乘

数效应”，稳步推进世界一流港口营运集团建设。

一是统筹港口资源集群。以做强做优国有

资本为基本导向，完成集装箱、件杂货、物流等业

务板块资源整合，巩固“集团军”优势。完善市场

退出机制，加大低效企业出清出让力度。深化津

冀港口全方位战略合作，实现功能互补、优势互

促、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加快建成以天津港为核

心、河北港口为两翼的现代化世界级港口群，增

强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竞争力。

二是优化港口管理体制。实现对“一港六

区”统一运营管理，统筹临港、南港和主港区产业

链，吸引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集聚，培育港口产

业集群。

三是提升企业治理效能。明确党组织在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完善法人治理主

体权责体系，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协调高效、

分工明确。

四是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以“三项制度”改

革为抓手，牵住深化国企改革的“牛鼻子”。创新

推进用工制度改革，打造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

员和技能人员三支队伍，畅通职业发展通道，以

改革激活队伍活力，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记者：近年来，天津港集团深入实施“融入

式”党建工程，成为引领保障世界一流港口和世

界一流港口营运集团建设的又一亮点。具体来

看，党建工作如何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红色

引擎”？

褚斌：天津港集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和党的组织路线，针对天津港集团生产经营、管

理运行等方面的实际，创新实施“融入式”党建工

程，将党建做实成为生产力、做强成为竞争力、做

细成为凝聚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一是坚持政治建设，把稳思想之舵。以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天津港重要指示精神和新年贺词重

要要求为根本遵循，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将总书记的关怀和嘱托

转化为蓬勃兴盛的发展成绩，作为全体党员干部

员 工 坚 定 捍 卫“ 两 个 确 立 ”、坚 决 做 到“ 两 个 维

护”的落脚点。召开天津港集团第二次党代会，

将对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的理解深化拓展为

“一二三四”强港兴企战略，作为新时代指导天津

港集团蓬勃兴盛发展的战略规划。

二是坚持党建引领，做好“融入”文章。创新

实施“融入式”党建工程，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

理各环节，将党建融入战略规划、企业文化、经营

管理、安全环保、改革创新、职工群众等全方面全

过程。深入实施人才强港战略，严把政治首关，

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群团组织

聚焦中心工作，纽带作用显著增强，广泛形成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良好氛围。

三是坚持抓实“三基”，建强组织体系。建立

健全基本组织，全面建强基本队伍，完善党建制

度体系，推动党组织按期换届、党员培训全覆盖、

党内政治生活严落实。落实党组织书记“第一责

任人”职责，创新开展书记领办项目活动，建立领

导班子联系点机制，推动工作在一线推进、问题

在一线解决。全面实施“星级党支部”创建和党

员“攀高”计划，高质量打造 50 个红色阵地，提炼

30 个优秀基层党建品牌，高标准选树 139 名红色

典 型 ，巩 固 形 成“ 党 委 领 导 、党 建 引 领 、支 部 堡

垒、党员先锋”的工作格局，为高质量党建率先攀

高峰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近段时间，A 股上市公司出现

较为密集的退市现象。据统计，自

5 月以来，已有近 40 家 A 股上市公

司收到交易所下发的股票终止上市

决定。

随着退市新规的实施，早前 A

股市场“易进难出”局面得以扭转，

“不死鸟神话”正在终结，优胜劣汰、

有进有出生态加速形成。以往那些

通过“财务洗澡”实现报表式盈利来

规避退市，或试图以突击销售、花式

增收等方式来保壳的做法，越来越

难以逃脱监管法眼，失去了生存空

间。上市公司想要在证券市场长久

生存，只有聚焦主业、稳健发展，切

实提升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五指要合拢，拳头才会硬”。

提高企业竞争能力，避免淘汰出局，

首先要解决好主业不突出、核心竞

争力不强的问题。纵观这些退市公

司，有的曾是填补行业市场空白的

先锋，有的市值曾高达数百亿元，但

在进入资本市场后，产生一定浮躁

心理，急于铺摊子、上项目、乱投资，

或盲目追求多元化，脱实向虚，导致

业务多而不精、规模大而不强。上

市公司应充分认识到，企业再大，能

力和精力也终归有限，要想在市场

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关键在于去枝

强干、聚焦主责主业。对于不擅长

的业务谨慎沾手，不相关的行业审

慎进入，把资金、人才等资源集中起来，心无旁骛攻主业，实

实在在谋发展。

专注主业并非固步自封，而是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围绕主业在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上下功夫。当前我国上市

公司创新能力明显提升，但总体仍不充分、不平衡，研发支

出前 100 名的上市公司投入总额占到全部上市公司的近一

半。上市公司需不断强化创新主体地位，利用好资本市场

支持创新的各类工具，抓住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机遇，着力育长板、强韧性，成长

为原始创新和新兴技术的重要发源地，依靠创新获得超额

收益、实现高附加值。

退市常态化下，资本市场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企业

上市前兢兢业业“备考”、上市后“浑水摸鱼”的做法行不通

了。未来，那些主业萎缩、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壳”企

业，终将沦为资本市场的“弃子”；只有主业突出、竞争能力

强的企业，才能不断获得资金支持，立于潮头之上。

北大荒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拥有 64 年发展历史的乳企，数字化正让

企业焕发出新活力。

走进完达山阳光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液态奶在管线中完成传输，流经多个罐

体进行加工，现场看不见一个操作者，完全

靠中央控制系统进行智能操控。“通过积极

拥抱数字化，完达山乳业实施从源头到餐桌

全程品质监控。”北大荒完达山乳业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贵说。

经 历 几 十 年 起 伏 跌 宕 ，完 达 山 乳 业 始

终保持着打造“放心奶”的初心。面对激烈

的 市 场 竞 争 ，完 达 山 乳 业 努 力 冲 出 重 围 ，

2021 年营业收入突破 50 亿元，总收入增长

19% ，利 润 增 长 12% ，品 牌 价 值 达 到 462 多

亿元。

把控奶源质量

奶源质量直接决定乳品品质，也关系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何确保奶源品质？完

达山乳业不断探索实践。

完达山乳业所在的黑龙江省，地处国际

公认的黄金奶源带。黑土地沃野千里，大小

兴安岭筑起绿色屏障，黑龙江、乌苏里江、松

花江三江奔流，牧草品质优良。与头部企业

相比，完达山乳业体量不大，却拥有独特的

生 态 资 源 ，高 寒 生 态 奶 源 成 为 企 业 优 势

所在。

“我们坚持在黑土地养健康牛，做诚信

人，产放心奶。”王贵说，完达山乳业实施放

心奶、有机奶工程，大力推进现代化规模牧

场建设，将产业链延伸至多个环节，发起成

立了中国高寒生态奶业科学研究院，推动

高寒生态奶相关标准建立、创新产品研发

以及市场消费培育。

只有健康的牛才能产出健康的奶。在

完达山乳业哈尔滨松北牧场，经过严密的消

毒程序后，记者进入到奶牛养殖区域。只见

奶牛或悠闲地吃着牧草，或安静地卧躺着，

或在室外运动场踱步、晒太阳。在 10 多栋

标准化牛舍里，饲养的全部是优质荷斯坦奶

牛，目前存栏 4000 多头。

“奶牛趴卧率是观察奶牛舒适度的一个

重要指标。如果奶牛步数异常增多或减少，

我们就要进行及时观察和处理。”哈尔滨松

北牧场副总经理徐鸿江说，奶牛是否存在异

常，以往更多的是凭借经验来观察。如今，

每一头奶牛的腿部都有一个用于监测步数

的腿环，数据实时传送到智慧牧场管理系

统，省时又省力。

“ 每 一 头 奶 牛 都 拥 有 独 立 编 号 和 健 康

档案，制定严格的防疫检疫制度。我们可

通过手机 APP 客户端实时查询奶牛定位、

产奶量、活动量、繁殖情况等信息，根据每

头牛的实际情况进行保健跟踪。”哈尔滨松

北牧场饲养组负责人张恩磊告诉记者，通过

智慧管理系统，牧场还可以对不同阶段奶牛

体重实现智能采集，精准判断生长态势。同

时，根据奶牛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营养需

求，牧场设计科学营养配方，实现 TMR（全

混合日粮）精准饲喂。

吃营养餐、听轻音乐、喝恒温水、睡“席

梦思”式海绵+橡胶的床，牛舍内配备风扇

和喷淋系统，牛舍外有室外运动场⋯⋯“通

过实施这些措施，奶牛抗病力、繁殖率及体

能都大幅提高，鲜牛乳的品质得到了保障。”

徐鸿江说。

完善追溯体系

要生产质量安全的牛奶，不仅在源头要

确保安全，加工环节也要确保全程可控。“牧

场采用智能化转盘式采乳设备，根据幼犊吮

吸乳汁时的频率与力度仿生设计，让奶牛采

乳时仿佛在哺乳幼犊。采乳前，牧场要给奶

牛进行药浴，挤完奶后还要再进行一次药

浴，从而有效抑制病菌。”徐鸿江说，所有新

鲜牛奶均采用全封闭输送管道收集，保证无

菌和新鲜。

从牧场到餐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

毫懈怠。新鲜牛奶收集完成后，完达山乳业

采用全程冷链运输模式，将牛奶置于恒温

4 摄氏度贮存，通过冷藏车在 2 小时内从牧

场输送至工厂加工环节，以保证牛奶中的营

养活性物质得到最大程度保留，有效降低原

奶微生物滋生、繁殖的概率。所有冷链运输

车都实施铅封和纳入 GPS 定位监控，保证运

输过程安全可控。

在完达山阳光乳业公司，智能化生产车

间有序运转，生产加工各个环节的洁净度达

到 10 万级国际净化标准。“我们以制药的标

准加工乳品，采用的智能操控系统设有 56

个关键控制点、22 个控制界面，可如实反映

每一道生产工序的参数，实现生产可记录、

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数据

可分析，从而保障牛奶的品质和安全。”完达

山阳光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杰说。

完达山乳业还完成了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建设，实现了

包括奶源、生产、检验、成品出库至物流、经

销商及门店等产业链完整过程全部信息的

可追溯、可查询，确保食品安全。通过扫描

罐底的二维码，即可追溯查询配料表及营养

成分、原料鲜奶检验合格报告等四大类 31

项信息,实现了产品质量信息公开化，让消

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质量可追溯体系是完达山乳业提振消

费信心的重要途径，也是展示完达山乳业品

质自信心的窗口。”王贵说，在生产管理过程

中，完达山乳业全程导入“5S”现场管理方

法，从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五方面

不断持续改进，从而实现企业管理水平提

升，为产品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搭建数据平台

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完达山乳业整

合原有业务板块，重塑企业管理流程，成立

八大事业部，形成了“总部+事业部”的管理

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引入数字化治理是完

达山乳业改革的重要一环。

“面临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机遇，我们必

须要加快数字化转型，让数据‘多跑路’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完达山乳业总经理助

理郑阳说。

完达山乳业通过搭建奶源、生产、销售、

采购、物流、经销商、门店、消费者全产业链

智能数据生态大平台，将智慧奶源、财务共

享、数字营销等系统集中整合管理。

全新打造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成为完

达山乳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平台之一，专职

财务人员从 100 多人缩减至 40 多人。“财务

共享服务中心将全集团的财务数据进行整

合，通过平台系统智能分析业务运营数据，

为公司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撑，实现降本增

效。”郑阳说。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设立，让完达山乳

业实现财务“数智”化。以前，完达山乳业的

业务场景和流程复杂，各事业部、分子公司

累计 544 个业务场景、490 个业务流程。通

过财务共享平台优化整合，业务场景精减为

186 个，审批流程优化到 197 个，摆脱了传统

企业复杂的管理模式。

为有效推行数字化转型，完达山乳业全

方位规划信息化人才保障体系，推行管理岗

位、技术双岗位制度，各分子公司配备信息

员、关键用户等信息岗位，由点带面定期培

训，充分挖掘基层人才，采用“能者上、庸者

下”的用人原则，量化考核指标，充分调动信

息化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公司各领

域的系统性运行效率。

庞大的营销网络也需要数字化赋能提

升竞争力。完达山乳业打造了质量追溯系

统、市场终端营销系统、外勤系统、营销费控

系统、客服系统等支撑整个营销流通业务

链。通过对追溯数据、渠道数据、会员数据

集成管理，实现各系统间互联互通。

“营销业务链有效拉近了企业和消费者

的距离。消费者在线上下单，门店线下送货

结算，大幅提升了产品销量，是应对疫情实

现逆势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郑阳说，完达

山乳业会员人数稳步递增，目前系统会员达

240 多万人。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完达山乳业

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发展引擎，积极打

造创新型企业，努力把“奶瓶子”真正掌握在

自己手中。“完达源于满语，意为攀登高峰。

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双百亿’，2025 年实

现收入 100 亿元、上市后市值超 100 亿元。”

王贵说。

右图 完达山阳光乳业有限

公司的智能化包装车间内，应用

机器人系统对灌装后的产品进行

全自动装箱及码垛处理。

本报记者 吴 浩摄

在电池细分领域加速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