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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聚焦

近年来，河南省商城县坚持绿色兴牧，因地制宜推广应用农牧结合的循环发展模式，
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群众增收。图为商城县河凤桥乡姚堰村养殖
户雷炳付利用当地草山草坡放牧肉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少斐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刘一明

4月22日，由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和中优乳奶业
研究院（天津）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天津海河乳品有限公
司承办的“奶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天津市成功举办。

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王加启对记者表
示，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始终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以“优质奶产自本土奶”为科学理念，持续实施国家
优质乳工程，通过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引领
民族奶业做强做优，实现高质量发展。

截至 2022 年，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共发布优
质乳标准 33项，形成“优质原奶—绿色工艺—品质评
价”优质乳工程全产业链标准化技术体系。目前已
经有 25个省（市、自治区）的 70家乳制品企业实施优
质乳工程，生产的优质巴氏杀菌乳中乳铁蛋白等活
性物质含量从 2017 年的 10.4mg/L，提高到 2022 年的
41.18mg/L。

国产奶业正在从依靠变换花色品种和过度广告包
装的同质化竞争，向提升内在品质转变，优质乳工程从
根本上提升了示范企业对进口奶的核心竞争力，优质
巴氏杀菌乳产量从 2016年占全国巴氏杀菌乳总量的
不足1%，到2022年达到97%。优质乳工程成为健康中
国的重要推动力量，“优质奶产自本土奶”的理念已经
成为奶业振兴的共识，引领奶业发展方向。

“2023年，国家批准对优质乳工程实施认证和标
志管理，这是推动我国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里程碑进
展。”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理事长郑楠研究员对
记者表示，通过实施优质乳工程认证和标志管理，做到
消费者喝好奶、加工者重品质、养殖者产好奶的有机衔
接，构建消费—加工—养殖三位一体的利益联结共同
体，用新路子破解长期困扰我国奶业发展的利益联结
不紧密的难题。

论坛上发布了天津海河乳品公司优质乳成果，并
向其颁发了国家批准对优质乳工程实施认证和标志管
理后的首张“中优乳”认证证书。

海河乳品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邹旸介绍，优质乳
工程是一场革命，倒逼乳企实施高标准全产业链质量
提升体系。海河国有牧场全部坐落在天津近郊，牛奶
从挤出的第 1秒起 2个小时内抵达工厂，在 24小时内
完成生产加工和送奶入户全部环节，全程冷链保证了
乳品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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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新育 白俊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近年来，随着奶制品产业政策支持不断优化，内蒙
古科右中旗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路径不断清晰，迎来
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期，不少以零散加工销售为主的家
庭作坊逐步转变为现代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企
业，促进传统奶制品加工提升规模，增加效益。

传统奶制品香飘四方

经过两天的自然发酵，鲜奶已经凝结。兴安盟图
什业图王府传统奶制品制作工艺第四代传承人、巴图
查干奶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花拉点起锅灶里的火，准
备制作奶豆腐。

“经过自然发酵、搅拌、沉淀、烹制、定型、晾晒等多
道传统工序，十几斤牛奶才能制作成 1斤奶豆腐。”花
拉向记者介绍着奶制品的珍贵。

“小时候就想，啥时候有钱了，我就开个奶制品加
工厂。”2012年，花拉在自己原有积蓄的基础上又借了
10万元，开始筹建自己的奶制品店。

2014年，花拉制作的奶制品在“中国兴安盟·中俄
蒙国际美食文化节”荣获特等奖，她终于实现了梦想。
她说：“顾客越来越多。”

2015年，曾经 60平方米的小店发展成拥有 500平
方米厂房的奶制品合作社，可以制作奶皮子、奶酪、黄
油、乌日莫（奶油）、酸奶等30余种奶制品，并招聘牧民
姐妹们进工作间务工。

花拉的奶制品先后获得“中国名小吃”“中国金牌
旅游小吃”的荣誉称号。花拉个人也被评为“双学双
比”女能人以及“诚实守信身边好人”。

2020年，在央视联合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中国手
艺网共同推出的“把非遗带回家”专场带货直播节目中，
巴图查干奶制品共售出5658份，销售额达20余万元。

借助这次活动，巴图查干奶制品由“情怀记忆”转
而成为走进千万家庭的生活日常。

“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一下接到这么大的单子。”
看到此次直播带来的“战果”后，花拉的儿子刘坤鹏难
掩激动地说，“这次非遗购物节让我们受益良多，在非
遗产品本身的提升和外包装的打造等方面，也有很多
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经验。”

自此，巴图查干奶制品借助各类线上销售平台，将
销售网络遍及全国各地，有的产品更是远销蒙古、日
本、俄罗斯等国家。

巴图查干奶制品成为兴安盟最具特色的地域品
牌，2022年巴图查干奶制品有限公司营收近300万元。

养好牛才能卖好奶

“三天的时间，我们就卖了4万元！”2022年兴安盟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暨“庆丰收·迎盛会”中国农牧
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上，名叫“讷日态”的奶制品品牌崭露
头角，成为科右中旗奶制品产业的一支“新生力量”。

“咱们科右中旗奶牛品种好、服务好、生态好，有了
政府的帮助，我们发展奶制品产业根本不用愁！”53岁
的包金莲是科右中旗杜尔基镇双金嘎查的奶牛养殖
户，也是蒙古族奶制品的制作师。

从养殖繁育到制作加工再到销售，包金莲仅用 3
年时间便形成自己的致富产业。

2017年，在科右中旗养殖肉牛的政策引导下，她购
入30头本地牛，但是效益不理想。2019年，兴安盟唯一
的一家国家级种公牛站——内蒙古中农兴安种牛科技
有限公司落户科右中旗，包金莲的牛产业迎来了转变。

她将 20多头本地牛全部改良成优质奶牛，提高优
质奶牛的改良率。秉承着“养好牛、卖好奶、坚持传统
手工艺制作”的理念，包金莲做的奶制品得到了众多顾
客的青睐，包金莲家的奶制品也越来越有名气。

据了解，目前科右中旗奶制品加工坊近 36家，年
生产量达到 1800吨。本地奶制品加工厂在一系列政
策、项目支持下，告别了“量小质低”，逐渐发展形成了

“家家有品牌，户户有特色”的经营结构，走出了一条特
色经营、“百花齐放”的新路子。

内蒙古科右中旗

奶制品加工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周阳

智能化养殖是什么样？
在河南省鼎元种牛育种有限公司核

心育种场，驻场养殖人员向记者展示智
能化牛体型测定。一头头牛通过测定通
道有序站上智能测定设备，等待15秒，电
子屏幕上便显示出被测牛的体重、体高、
胸围、胸深等多个测定数据，并实时上传
肉牛产业信息服务系统。

“过去我们测牛得俩人一组，把牛一
按，皮尺一拉，累得腰酸胳膊疼还容易被
牛顶伤，即使这样，一组人一天最多也只
能测80头。用了信息化设备之后可就方
便多了，测牛简直是分分钟的事。”鼎元
核心育种场技术场长孙磊说。

事实上，用智能化设备测量畜种体
型只是畜牧业智能化的“冰山一角”，在
畜牧业发展中，智能化已经渗透到了养
殖、生产加工、管理、销售等各个方面。
放眼全国，畜牧业智能化的浪潮席卷而
来。在近期举办的 2023 年数字农业科
技大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智慧畜牧创
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熊本海表示，畜牧行
业以“智能化”逐步代替“人工”是大势
所趋。

大型养殖场的“最强助手”

智能化设备可伴随猪的一生，作为
目标年出栏量过万的现代化猪场，河南
省邓州市福航养殖场的运作模式是如今
大型养殖场的缩影。

种猪舍内，一头猪走上种猪性能测
定站，这个外观酷似“大铁箱”的设备可
不简单。几秒后，耳标识别时发出“滴”
的一声，设备瞬间识别出猪的身份。此
时，食槽内已经准备好了饲料，供其自由
采食。在猪采食的过程中，智能设备工
作的“重头戏”开始了。此时，这头猪的
采食时间、采食量、采食次数、体重等有
效信息都被设备读取，并上传到专门的
数字平台。经过后台运算，猪日增重、料
肉比等情况在饲养员手机上就可以看
到，种猪健康状况是否优良一看便知。

妊娠舍内，妊娠期内的母猪排成一
队，有序地走上电子饲喂站。根据母猪
的妊娠阶段等信息，饲喂站会推出适合
不同母猪的“专属套餐”。饲喂站对舍
内母猪进行单体精细化饲喂管理，营养
得当的餐食有助于母猪精力充沛、活动
充足。这样饲养出来的母猪不仅生产
更加顺利，还有助于提升母猪与仔猪的
健 康 ，母 猪 的 繁 殖 年 限 还 可 以 延 长
6-12 个月。

在这座猪场的保育舍内，智能饲喂
器为猪提供精准饲喂服务。饲养员提前
在手机上为饲喂器设定下料量和分餐计
划，饲喂器屏幕上即时显示“今日下料量
20公斤，将在下午5时下料”。记者看到，
下午 5时，精准饲喂器开始运作，本着猪
少食多餐的原则，饲喂器分多次进行下

料。当进食间隔时间结束后，食槽内的
饲料被猪吃光，食槽感应杆受到触碰时，
饲喂器才会进行下一次下料，直到设定
量的饲料投喂完毕。食槽旁配备万向探
针，用于检测水位。当食槽内的水达到
最大水位，即使猪不停拱触碰杆，饲喂器
也不会下料，以防水和饲料浪费。与此
同时，猪的饲喂信息也同步上传至数据
管理系统。

这种智能化的科学喂养会根据猪的
头数、日龄、采食习惯等进行精准饲喂，
既提高了猪采食量，也减少了饲料浪费，
从源头降低料肉比与碳排放。相较于传
统的干料喂养，吃这种粥料的猪，在保育
育肥阶段每头可提升效益150元左右，那
么1000头猪便可多带来15万元的收益。

除提高生产效益外，智能化设备的
应用还能大大降低用工成本。

目前，全国猪场饲养员薪资平均值
约为月薪 5000元。一方面，大型的养猪
场往往需要多名饲养员，饲养员的薪资
成为猪场开支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
面，尽管部分猪场给出远高于全国猪场
饲养员平均月薪的诱人薪资，但依然面
临招不到人的困境。大型猪场饲养员不
只需要负责给猪喂饲料、打扫猪粪那么
简单，工业集约化养猪关系到猪场的设
计、基因育种、饲料营养、环境卫生等
等，综合型人才的缺乏也制约养猪大场
的发展。

而使用了智能化系统后，养殖场有
了最得力的“助手”。无论养殖人员身在
何处，只需拿起手机，每头猪的生长状
况、整个猪场的运行状况便清晰地呈现
在眼前。

“归根到底，养殖场的最终目的是获
取最佳的经济效益。对于养殖大场来
说，智能化程度越高，规划越科学，就更
可能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中国畜牧
业协会副秘书长刘强德说。

中小散户并非“局外人”

畜禽养殖市场是产品质量的较量，
也是资金和科技的博弈。有人担心，在
养殖大场力拔头筹之后，中小散户在市
场竞争之中愈发难得分一杯羹，甚至可
能最终迎接被兼并或者消亡的命运。

陪伴中小散户度过成长“寒冬”的
养殖服务商们从自身经历出发，给出了
答案。

“作为中国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小散户是不可能被完全消除
的。在未来，他们可能会转型成合作社
或者家庭农场，逐渐走向规范化、标准
化。畜牧业永远呼唤顺应时代潮流的

‘新农人’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养殖方
式。智能化便是助力更多畜牧业养殖人
才和特色化养殖方式的有效手段。”农信
互联副总裁于莹对记者说。

农信互联提供服务的核心群体并不
是集团化的大型养殖场，而是家庭农场、
合作社。他们具备一定规模，却在资金
和资源整合能力方面远不及大型养殖
场。农信互联为其提供智能设备、网上
商城、物流、线上问诊等服务，帮助其在

“内卷”化的行业竞争中生存下来。
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给养殖的空间

越来越小。对于中小散户来说，成本是其
考虑的第一因素。为养殖中小散户提供
物美价廉的智能化科技既是市场所需，也
是中小散户走向智能化的重要出路。

南京亥客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
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研发出的环
控器从几百到1万元不等，而进口同类型
的环控器价格可能高达 2-3万元。”作为
一家主要提供养猪智能化技术的企业，
亥客技术有限公司除了研发对标养殖大
场的智能化设备，还把目光转向无力承
担高额费用的养殖小户，研发出价格低
廉的“傻瓜化”产品，力图简化操作流程，

让散养户也能轻松掌握。
如今，很多智能装备都纳入了农

机购置补贴的范围，在拥抱智能化畜
牧业浪潮的进程中，中小散户也不是

“局外人”。

智能畜牧业发展“节节高”

2018年被业内人士誉为智能畜牧的
元年，国内智能设备或系统生产企业和
平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标志
着国内畜牧业智能时代的正式开启。如
今，历经 5年的发展，在 2023年数字农业
科技大会上，专家学者在分享了优秀的
畜牧业智能化养殖案例后说：“我们非常
欣慰地发现，相较于一些智能化养殖强
国，我国智能畜牧业起步较晚，但在应用
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甚至在一些方面
实现了超车。”

不过，中国畜牧业协会智能畜牧分
会发布的《2022 年中国智能畜牧业发展
报告》显示，我国畜牧业智能化还存在诸
多的问题：如信息化的硬件设施薄弱，信
息自动获取、共享程度低；信息融合、综
合分析能力不够，信息利用率不高；生产
信息、管理信息和动物信息获取过程中
存在大量依赖人工观测、录入的环节，还
无法做到自动监测等。

那么，如何更好地推进畜牧行业的
智能化进程？

报告指出，一要加快智能解决方案
的落地和成本；二是要在行业内树立标
杆示范，并加强科普；三是聚合科研院校
等资源，开展新型人才培养和技术指导
工作；四是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政策，促进
智能化升级。

面对大型企业在应用智能设施时可
能存在数据泄露、信息壁垒等顾虑，国家
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保障。2022 年 12
月，我国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
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对数据资
源持有者、数据加工使用者、数据产品经
营者进行数据方面的“三权”分置，助力
数据流通，促进行业凝聚力，保证原数据
隐私性和数据准确性，从法律层面为解
决数据壁垒保驾护航。

“目前，对于我国畜牧业来说，智能
化程度最高的是 2个畜种：生猪和家禽。
对于生猪行业来讲，我们在精准饲喂、环
境控制、发情繁殖管理、疾病预防、诊疗
方面都有了比较成熟的效果。比如智能
机器人在巡检猪时，对猪进行体况 3D扫
描的精准度已经能够达到 99%以上。在
高度集约化的家禽行业，以蛋鸡为例，大
型蛋鸡场存栏量动辄达到 5-10万只，无
轨道的蛋鸡巡检机器人可以根据鸡的体
温、活跃程度，简单高效地把病死鸡、产
蛋性能低的鸡及时处理出去，大大减轻
人力负担。”刘强德表示：“无论从国家政
策的指引、还是从技术的提升，都标志着
我国的畜牧业智能化正在走向高速发展
的快车道。”

智能化畜牧业正驶入快车道□□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春植

近日，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预
制菜产业分会成立大会在福建省石狮市
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500余
位加工企业代表前来参会。

为加强企业之间的互动交流，会场
内专门为各加工企业设置了展示摊位，
预制佛跳墙、虾滑、开背金鲳鱼、碳烤鱿
鱼串、麻辣小龙虾等水产品预制菜让人
目不暇接。“产业分会的成立让我们这些
企业找到了更多的销售渠道，能提升我
们在业内的知名度。”扬美食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谢民权专门带着自家王牌产品前
来参展，希望能扩大产品销路。

“水产预制菜产业作为加工业后起
之秀，既有传统加工业的‘收储池’‘稳定
器’作用，也有满足新型消费的‘感应器’

‘增强剂’效果。”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
理局科技与市场加工处处长王丹表示，
水产品加工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
供应，其发展是衡量渔业现代化水平的
重要标志之一。保障水产品有效供应，
不能只有绿色产能，还需要全产业链的
有效支撑。

得益于诸多优势，我国水产预制
菜产业发展十分迅猛，据有关机构数
据显示，去年水产预制菜行业市场规
模同比增长 22%，占预制菜产业总规模
的 1/4。

作为风头正盛的新赛道，预制菜产
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
题。山东财经大学教授窦大海在《基于
场景的预制菜研发与工艺分析》报告中
指出，预制菜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存
在着各企业水平参差不齐、标准规范不
足、研发创新不够等问题。预制菜分会
的成立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领行业
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此次大会上，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
协会还发布了《水产品预制菜》《水产品
预制菜质量管理规范》两项团体标准，围
绕水产品预制菜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关
键环节，对预制菜的原料、加工过程控
制、产品品质等进行规范，旨在指导业内
各相关企业规范生产。

“希望预制菜产业分会加快标准制
订，加强行业监测和问题研究，共同推进
我国水产预制菜产业规范化发展，为渔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王丹说。

水产预制菜产业迎来发展新契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春植 文/图

近日，在湖南省南县南洲广场，2023
首届湖南南县小龙虾节中国小龙虾厨艺
争霸赛火热开赛，来自湖南、湖北、安徽
等小龙虾主产区的百余名资深大厨现场
烹饪龙虾美食，展开了一场创意与技术
的大比拼。

开火、烹油，待油锅冒起青烟，刺啦
一声，一盆盆处理后的小龙虾跃入油锅，
厨师手腕轻抖，小龙虾在锅里打上几个
滚，瞬间鲜红。辅以不同调料焖煮之后，
一盘盘口味各异、鲜香诱人的小龙虾佳
肴就端上了评委的餐桌。

蒜蓉小龙虾、麻辣小龙虾、藤椒小龙
虾、避风塘小龙虾……一道道精美的菜
品令人垂涎欲滴，这样色香味俱全的小
龙虾制作过程有什么讲究呢？记者采访
了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大厨陈胜利。

此次大赛中，陈胜利凭借荔枝虾球
和金丝蒜蓉虾两道创意菜品荣获小龙虾
厨艺争霸赛金奖。说起小龙虾的制作，
他更是滔滔不绝。

“选龙虾是一个重要环节，一看生长
环境，二看公母，三摸虾肉。”陈胜利说，
选虾时，背要红亮干净，腹和爪的绒毛要
洁净整齐，这说明小龙虾生长水质好。
其次要选择母虾，公虾钳子大而威武，看
起来唬人，但其身小肉少，不宜食用。而
母虾的钳子虽小，但虾肉更大更饱满。
同时，还要用手按压虾尾腹部的肉，饱满
紧实说明虾的品质好、口感佳。

近年来，小龙虾广受追捧，走上了各
地食客的餐桌，但小龙虾外壳坚硬，不易
入味，也成了很多人头疼的难题。为了
更直观地教授小龙虾的处理秘诀，陈胜
利拿起一个鲜活的小龙虾做起展示。“和
湖南、湖北的整只制作不同，江苏、安徽
一带会去掉虾腮，既能保证虾子入味，又
能保证虾身完整。”只见他用左手拇指和
食指紧紧控制住小龙虾的两个钳子，用
无名指和小拇指扣住其尾部，使其腹部
伸展开来。随后，用右手同时揪住小龙
虾的八只小脚，用力一拔，稍加清理之
后，虾腮就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湖南、湖北的小龙虾制作的口味更
为丰富，江苏、安徽一带制作相对单一传
统，还是要继续做好口味创新。”陈胜利
说，以蒜蓉口味为例，江苏以金汤蒜蓉为
主，只有蒜蓉香，而湖南、湖北蒜香中还
会带有辣味，味道更有层次。除了传统
的蒜蓉、十三香、麻辣、油焖等口味，这两
地还研发了藤椒、柠檬鸡爪等新式口味，
打开了他的烹饪思路。

“吃虾和吃蟹一样，需要细细品味。
先从钳子吃起，再开虾头、吃虾黄，随后
开虾背、吃虾尾，这就够味儿了。”注册中
国烹饪大师、江苏省烹饪协会副会长王
永贵是此次评委之一，品尝完小龙虾后
意犹未尽。他说，本次中国小龙虾厨艺
争霸赛高手云集，打造了一场小龙虾精
品盛宴。通过厨艺的比拼交流，对丰富
小龙虾菜品、促进小龙虾消费具有积极
意义。

百余名大厨炫技小龙虾厨艺争霸赛

在首届湖南南县小龙虾节中国小龙虾厨艺争霸赛上，陈胜利创制了荔枝虾球和
金丝蒜蓉虾两道菜品。

浙江省桐乡市华腾石湾未来猪场的现代化猪舍。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