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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乳业合作大会举行的世界
乳制品品鉴会上，新中国生产的第一块奶酪——“鞍达奶
酪”的亮相受到了不少与会嘉宾和群众的追捧。“1952年，
安达乳品厂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机械化乳品加工企业。1956
年，新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块奶酪就从这里诞生。”该公司
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起“鞍达”品牌，可能很多人不熟悉，
但提起它的东家“红星集团”，曾在全国乳品行业中占据重
要地位。

1995年，在原安达市乳品厂的基础上，股份制公司红星
集团正式成立。1956年，红星商标开始被使用直至今日。红
星集团的主导产品“红星牌”系列乳制品曾长期承担军需奶

粉和出口奶粉的生产任务，在国际、国内历次评比中屡获殊
荣。2011年，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准，红星集
团开始使用“鞍达”商标。经过 60多年的历史变迁，始终执
行着当年各项生产标准的“鞍达奶酪”依然可以让人们品尝
到醇厚滋味。如今，鞍达实业集团企业总资产已超 1.16亿
元，拥有奶粉、奶酪、液奶等三大系列 30多个品种。

鞍达实业的产品结构多元化，只是安达乳品升级的一个
缩影。目前在安达，贝因美、鞍达实业、龙兴、华丹、伊康
生物、清大乳业等数家乳品加工企业的日加工处理鲜奶能力
已达 2000多吨，产品品种也从过去较单一的奶粉、液态奶不
断扩展到初乳素、奶酪、冰淇淋等多个品种。

黑龙江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前后分三期投入 13亿元，在
安达建成了年产 10万吨的亚洲最大单体配方奶粉生产基地，
也是世界级的两大生产企业之一。日前，贝因美乳清粉生产
线的布局已经开展。拥有日加工鲜奶能力 200吨，年生产量
7200吨的黑龙江清大乳业有限公司，2017年投资 4000万元新
建巴氏杀菌鲜奶、屋顶包、单杯、连杯等 7条全自动低温奶
生产线，日可处理低温奶 90吨。这些生产线的投产，将使巴
氏奶首次出现在安达乳品家族的图谱上，使安达乳品品类更
为完善。

为保持乳制品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安达市不断加强乳
制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完善检测系统和信息系统；不断引
导乳企加强诚信责任意识，加强产品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技
术水平，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016年，安达市乳品行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 33.8 亿元，占规模以上企业总量的 15.7%。
历经百年发展的“奶牛之乡”正在乳业全产业链发展道路上
阔步前行。

乳品升级“奶牛之乡”阔步前行

高精密的现代化检测间。

元中园牧业4月2日出生的小牛犊正悠闲漫步在微生态
垫料上。

贝因美现代牧业工人正在美国博美特28位半地下并列
式挤奶台上挤奶。

安达现代化乳企黑龙江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鸟瞰图。

安达 五大转型谋振兴“奶牛之乡”谱新篇
□文\摄 李君一 本报记者 程瑶

“因草而生，因路而名，因牛而
荣”，无疑是对安达最贴切的形容。地
处松嫩平原腹地的安达，因为拥有近
200万亩优质草原，百年前就有纯种荷
斯坦奶牛引入，开启了这里的百年奶
牛业发展史。

1997年，安达被授予“中国奶牛
之乡”的美誉，这颗世界著名奶牛饲
养带上因盛产“世界甲级牧草”——

“羊草”而闻名的明珠也愈发耀眼。近
年来，国家乳业政策调整，要求乳品
加工企业只能收“规模养殖场”的原
料奶，时以分散养殖为主的安达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安达以五大转型之
路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实现了乳
业从饲草种植、饲养、加工到销售全
产业链条的提档升级。

拥有176万亩草原的安达市位于北纬45度的世界天然明珠
草场区，独特的土壤与气候造就了独特的优质牧草——碱草，俗
称“羊草”。其富含的营养粗蛋白、粗脂肪、粗纤维和无氮浸出物
等成份均是奶牛发育的珍贵养料。为此，安达的奶牛养殖业也
蓬勃兴旺了百年，几乎家家户户都养奶牛。“2013年，正是奶业
最红火的时候。奶价一路飙升，各大乳企都是求着安达供奶。
安达全市 10万多头奶牛，90%都是分散饲养。不收散奶的政策
一出，情势陡然急转直下，各级政府的压力可想而知，而转向规

模养殖是唯一的突围之路。”时任安达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王亚
德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是记忆犹新。随后，安达市明确提出了
打造大牧场、大饲草园区，全力打造“好草、好牛、好奶”全产业链
乳业的工作目标。制定了“1550工程”实施方案，即：在五年内
新建15个万头奶牛牧场，新建50个奶牛千头牧场。

“在具体操作上，我们一方面通过宣传引导和出台系列扶持
政策，使广大养牛户转变思想观念，积极配合调整。另一方面抓住
两大平原资金整合扶持现代示范奶牛场的有力契机，积极对上争

取政策支持，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安达市畜牧局局长杨树春告诉
记者，从2013年开始，安达市凭借先天资源优势，借助省现代示范
奶牛场建设项目的“东风”，共申请建设了安达市贝因美现代牧业、
贝因美中本、澳森、德信、满满、元中园等13个现代示范奶牛场，完
成了每单元规模饲养泌乳牛1200头的项目单元22个，共争取到省
政府项目补助资金2.86亿元。目前这些项目已全部通过省里检查
验收，并达到入栏状态，在全省争取数量最多，建设效果最好。

2016年，安达市又通过“两牛一猪”项目支持建设了奶牛标
准化规模养殖场14个，62个单元，争取资金1.86亿元，有力促进
了奶牛分散饲养向规模饲养转变，极大提高了奶牛的规模化、现
代化饲养水平。截至2016年末，安达全市共有规模奶牛养殖场
41个，全市奶牛存栏达 15万头，成为全省唯一一个以奶牛为主
的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

政策推动 规模饲养快速发展

走进黑龙江贝因美现代牧业有限公司，2000多头进口纯种
荷斯坦奶牛享受着舒适、健康的牧场生活，产出着干物质 14.5、
蛋白3.65、脂肪4.6以上的远超欧盟标准的高品质原奶。而所有
安全健康的来源，则是规模牧场建设、经营和奶牛饲养管理的科
学化、现代化、标准化。

在该公司一期场区挤奶厅记者看到，戴着耳标的奶牛在工
作人员的温柔引导下踱步到奶厅门前，智能挤奶系统扫描牛耳
标后将健康奶牛放行至挤奶台，非正常奶牛则被自动转栏门引
导至医疗诊察区。进入挤奶台的奶牛要先“享受”工作人员提供
的乳区清洗、按摩、药浴等服务后，才能正式开始“工作”。经过

大约15分钟，所有吸奶器自动脱杯后，再次经过清洗、消毒等服
务，奶牛才悠闲地回到大跨度恒温散栏牛舍。该公司人事经理
李跃龙告诉记者，“这个牛舍不单是面积比常规牛舍大出两三
倍，里面的高科技元素更是不少。牛舍长174米、宽96米，北侧
有81台风机、南侧有两层卷帘。温湿度传感器感应牛舍内的温
度、湿度、氨气浓度后，自动调节风机卷帘的开合数量，从而提升
奶牛舒适性。智能挤奶系统除了可识别每头牛的健康程度、鉴
别牛是否患了乳房炎，还能对牛群泌乳曲线进行分析，最大化保
证奶牛的健康、高产。牧场牛舍内全部采用荷兰 JOZ刮粪板和
美国US自动粪污处理系统，粪污被刮粪板刮到地下管道后，泵

送到粪污处理区进行处理。有了这些先进科技的助力，我们的
奶牛单产已达9吨以上，而分散养殖通常不到5吨。”

在安达记者了解到，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奶牛饲养管理水平，
由粗放饲养向科学饲养转变已成安达乳业提档升级的有力“法
宝”。在安达，青贮和苜蓿应用技术、TMR全混日粮应用技术、
DHI生产性能检测技术、繁育改良性控技术、微生态养牛技术等
五项新技术得到了重点推广。安达畜牧局副局长高富友介绍，目
前安达全市青贮种植面积达20万亩，青贮储量达40万吨。苜蓿
种植面积达5万亩。全市拥有TMR设备40台套，100%规模牧场
实现全混日粮技术。2家牧场引进以色列阿菲金管理软件，7家
牧场应用DHI生产性能检测技术，参加检测的奶牛达6000头。

此外，为了打造具有国际标准、国内领先的生态环保式标准
化示范牧场，安达还深入开展了外脑咨询服务，聘请上海兴牧伟
业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和五常犇牛牧业团队进行技术指导，使全
市奶牛饲养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科技助力 科学饲养成效显著

对任何一个畜牧业发达地区来说，粪污问题都是令人头
疼的大事，曾经以分散养殖为主的安达也不例外。“家家养奶
牛，户户门前粪便、秸秆散落一地”曾是安达不得不面对的
现实。面对新形势、新政策的挑战，提出“人进新区、牛进
园区”发展生态型畜牧业的安达也吹响了彻底解决粪污问题
的“冲锋号”。

安达在养殖集中区域投资1800万元，兴建了8个有机肥处
理设施，年处理奶牛粪便12万吨，解决1.6万头奶牛的粪便污
染问题。同时要求已建的规模牧场补建粪污处理设施，目前
已经补建42个，并规定新建规模牧场必须配套粪污处理设施。

在贝因美现代牧业，粪污被刮粪板刮到地下管道后，泵
送到粪污处理区进行固液分离处理。固体经发酵制成有机肥
或作为牛床垫料，有机肥不但用于公司所承包的万亩草原，
未来还将考虑商品化进行销售。液体经过逐级厌氧发酵后，
上清液用于回冲池回冲，其他液体则在达标后还田改良草
场，实现生态循环。

而在距贝因美不远的元中园牧业有限公司，粪污的处理
则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微生物分解技术。只见这里的牛舍不但
一改以往栓系式结构，奶牛全部散栏饲养，而且不见任何粪
污处理设施和设备。奶牛们欢快地穿行于松软的牛床垫料
上，可随处排泄，自由立卧，不受任何束缚，牛舍里也闻不
到刺鼻的味道。该公司负责人范福忠告诉记者，2014年 3月，

他在参加安达市畜牧局组织赴外地的学习交流时，接触到了
这项发酵床式微生态奶牛养殖系统。其基本原理就是通过牛
床垫料中添加有益微生物菌群实现对粪尿的就地分解，污染
零排放。“散栏式铺垫 70公分垫料，不但提升了奶牛的舒适
度、自由度和卧床率，还大大节省了牛场建造成本和运营成
本。与此同时，有益微生物菌群可抑制有害菌的存活与繁
衍，提高奶牛机体免疫力，大幅度减少奶牛肢蹄病、细菌性
乳房炎等疾病的发生。失效后的垫料还可直接作为生物有机
肥回施到饲料地和草原，实现奶牛吃有机饲料，产有机鲜奶
的良性循环，真可谓一举多得。”范福忠喜滋滋地表示，使用
该技术后，牧场奶牛每日都可多产二三公斤牛奶。

走进安达远近闻名的奶牛养殖专业村先源乡友谊村，用
牛粪生产沼气供村里各家各户使用，同样是粪污无害化处理
的先进模式。走进沼气处理中心，友谊村党支部书记汪召军
告诉记者，眼前这个高耸的巨大圆顶形建筑就是沼气的发酵
库。借全省开展农村畜牧粪便整治项目的“东风”，友谊村建
起这个占地 7000平方米、日可处理 1000立方米牛粪的沼气处
理中心。将村里德信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产生的牛粪发酵成
沼气后，用管道输送到全村121户农户使用。发酵后的液渣则
作为液肥回施给村里的草原和农田。

通过集中建设粪污处理设施，大力创新推广粪污无害化
处理模式，目前安达市粪污无害化处理率已达66.2%。

绿色先行 强化粪污无害处理

记者走进安达蓬勃牧草有限公司时，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
行安装奶牛全混日粮青贮（PTMR）自动生产线。车间里，一个
颜色鲜亮的巨大机器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该公司副总经理官兵
介绍说，这台机器是他们花费 460万元在日本定制的方形包装
机。车间里大部分的设备，都是他们自主研发定制的。预计 4
月底，这个生产线就将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已有订单2万吨。

“我们起初在安达种牧草，羊草、燕麦和苜蓿都种，然后提供
给牧场作饲料。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发现很多牧场自己配制的全
混合日粮成分和质量并不稳定，直接影响到奶牛的产奶质量。
进过考察，2016年，我们投资 7000万元开始建设这个配送裹包
全混日粮（PTMR)的生产加工基地，年可加工PTMR饲料成品
12万吨。”官兵解释说，PTMR就是将优化配方的全混合日粮用
专一性的菌和酶处理后进行压实、密封、制捆，从而成为可长期
储存、便于运输、消化利用率高的产品。与传统全混合日粮对
比，具有多项优势。首先是工厂化、规模化生产、自动化精准投
料的方式避免了人为干扰，能保证原料、配方、品质的长期稳定，

从而保证奶牛瘤胃效能最优化，健康状况及产奶量稳步提高。
同时饲喂 PTMR的养殖企业不再需要自己购买混食、喂食设
备，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

“作为国内首家生产PTMR的创新型企业，蓬勃牧草的出
现无疑是一个信号，它说明专业化分工已是安达乳业全产业链
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乳业各环节必将更加细分，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儿。”杨树春介绍，为加强配套服务环节的提档升
级，安达市还引进了上海题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
1.1亿元的动物无害化处理及有机肥加工厂项目。该项目一
期计划投资 2800 万元建设日处理病害畜禽 10 吨、应急时日
处理病害畜禽 30吨的动物无害化处理厂一处。二期计划投
资 8500 万元建日处理干粪 100 吨的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厂
一处。一期项目已于今年 4月 8日正式开工建设，计划 8月末
实现投产。在未来的产业布局上，安达将继续遵循社会专业
化分工发展趋势，通过服务提档、布局细化、生产环节专业化推
动全产业链的日益完善。

服务提档 全产业链日益完善

现代化乳业生产车间。

TMR全混日粮自动投料车。

安达乳企整洁有序的包装车间。

中国奶牛之乡——安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