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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奶罐”的背后“中国奶罐”的背后

10 月 17 日，天刚蒙蒙亮，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

一小四年级学生薛宇成就早早地起了床。新的一天

让他格外期待，这一天，他和同学们将要去伊利健康

谷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活动。

一路欢歌一路畅想，师生们坐着校车抵达了目

的地。从进入伊利健康谷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目光

就被这里浓浓的“科技范儿”深深吸引。

AGV 无人驾驶小车智能躲避障碍物流畅穿行，

码垛机械手臂灵活旋转准确操作，“核心大脑”MES

控制执行系统稳定运行……

从原料供应到车间生产，再到仓库发货，先进的

数字化技术让液态奶的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跃然“屏”

上，孩子们看得兴致勃勃。

从全球首创的乳宇宙主题大电影的五维观影

院、步入式双异形曲面沉浸立体数字沙盘、室内裸眼

3D 沉浸及立体空间拍照打卡地，到精心设计的专属

IP 卡通形象、仿生奶牛数字档案馆、围绕乳文化开

展的研学烘焙教育基地等，眼前或壮观或奇幻或有

趣或温馨的一幕幕场景，如魔法世界般，让孩子们流

连忘返。

伊利健康谷由伊利智造体验中心、液态奶全球

智造标杆基地、奶粉全球智造标杆基地三大场馆组

成，利用媒体数字内容与空间维度的形式创新，提供

了一个极具视效感受又独具内容故事的体验空间。

这段时间，平均每天有 400 余人来伊利健康谷

参观研学，寒暑假期间人数会更多。

带队辛老师说：“园区充满科技感，融科普教学

和文化体验于一体，各种智慧互动场景为参观者带

来了沉浸式奶星球探索体验，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

了现代科技的神奇和中国智造的力量。”

“我平时很喜欢吃雪糕、酸奶，今天来这里才知

道这些好吃的是怎么‘变’出来的，印象最深的就是

在传送带上正在打包的牛奶，速度超快！我要好好

学习，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小宇成信心满

满地说。

伊利是内蒙古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代表。通

过参观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内蒙古奶业发展的硬核

实力，听到内蒙古奶业振兴的铿锵足音。

内蒙古地处北纬 45 度，拥有 13 亿亩天然草原、

3000 万亩人工草地，清洁的水源、洁净的空气、适宜

的气候，形成了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奶牛存栏、

牛奶产量、奶产品产值等多个指标稳居全国首位。

全国每消费 6 杯牛奶，就有 1 杯来自内蒙古，是名

副其实的“中国奶罐”。

10 月 16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

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提

出：“支持开展奶牛育种联合攻关，整县推进奶业生

产能力提升，建设面向全国的乳业交易中心。”

到 2025 年，内蒙古奶畜存栏力争达到 350 万

头只，奶类产量达到 1000 万吨；乳品加工企业产

值达到 3000 亿元，是内蒙古定下的发展目标。让

我们一起循着内蒙古奶业发展的脚步，去探寻“中

国奶罐”的背后。

“中国奶罐”背后有一以贯之的有力支持

晨曦微露，满载着鲜奶的奶车从呼和浩特建亭

奶牛养殖牧场开出，准时抵达伊利工厂。提起建亭

牧场的发家史，憨厚的牧场主人薛建亭打开了话匣

子：“我们家算是养牛世家，当初建牧场拿出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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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底，又从亲友那借来一笔钱。可没想到，奶牛刚

稳定产奶，就遇上了市场波动，如果不能尽快转型

提档升级，牧场就会陷入困境。”

就在薛建亭一筹莫展之时，古城镇政府为他找

到了出路，帮助他协调伊利集团为牧场提供青贮

保、牧场保等融资贷款，支持他完成牧场基础设施

建设、挤奶设备升级、良种奶牛购进等，实现了牧场

经营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在政府支持和伊利集团的帮助下，牧场的条件

越来越好了，有了标准化的泌乳牛舍、后备牛舍、挤

奶厅、犊牛舍、干草棚、青贮窖等，其他配套设施也

一应俱全。我的牧场现在养殖了近 500 头奶牛，单

产也在不断提升。”薛建亭笑道。

自 2018 年以来，内蒙古相继制定出台了《推进

奶业振兴的实施意见》《推进奶业振兴若干政策措

施》《推进奶业振兴九条政策措施》《推进奶产业高

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等系列政策措施，持续加

大对奶业支持力度。

拥有两家现代化牧场的牧场主罗利恒对此满

心期待：“最新的政策提到，补贴资金用于规模化养

殖场‘三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和‘数智

化’牧场建设等方面，我觉得很好。建设牧场前期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有了这些政策帮扶，会为牧

场建设减轻很大的压力。”

中国乳都呼和浩特市坚持把奶业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头号产业”，着力破解制约奶业发展的“草

源”“牛源”“奶源”问题，推动“中国乳都”进一步

大跨越。细化推进奶业振兴具体措施，对企业需求

“一事一议、特事特办”，实行市级领导牵头的专班负

责、定期调度等工作制度，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各类

问题。

巴彦淖尔市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内蒙古奶业

振兴政策工作方案》，紧紧围绕打造百亿级乳产业

集群这条主线，落实“改好地、种好草、养好牛、卖好

奶”，谋篇布局、整体推进，协调蒙牛、伊利、银行等企

业、机构争取授信及贷款融资共 35 亿元，助力奶业

振兴高质量发展。

真金白银，掷地有声。从 2020 年内蒙古设立

奶业振兴专项资金、每年投入 4 亿元，到 2022 年每

年再投入 10 亿元以上，截至 2022 年底，已对新建

成规模化养殖场发放补贴资金 3.48 亿元，下达疫病

防控、科研创新、喷粉补贴等资金 2.1 亿元。与伊利、

蒙牛集团合作设立 20 亿元的奶业振兴基金，撬动

金融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为率先在全国实现奶业

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资金保障。

相信，随着今年 10 月 1 日《推进奶产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内蒙古推进奶业振兴

的政策支持力度会更大、效果会更好，像薛建亭、罗

利恒这样的牧场主们也会获得更多支持、得到更多

实惠，更好助力内蒙古奶业发展。

“中国奶罐”背后有坚持不懈的科技创新

张吉明是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的畜牧工程师，

他每天都要观察平板电脑上原奶的检测指标，时时

监测奶牛群的健康状态。“智能智造为奶业带来了

巨变。”张吉明说。

十几年前，由于科技支撑不足，哪怕是几百头

奶牛的管理，也只能由饲养员的双腿和双眼完成，

凭的是经验，靠的是体力。养殖场不仅效能低，利润

也薄。

现在，牧场里的奶牛身上佩戴着能够时时监控

的项圈、耳标等智能设备，通过物联网技术，牛舍的

温度、湿度、光照等实现了自动调节，“犊牛自动饲

喂器”可以根据犊牛自然生长需求为其提供精确的

奶量……

“奶牛吃的是科学套餐，喝的是纯净水，耳标

‘身份证’显示着它们的健康状况。”张吉明笑称，奶

牛每天过的都是“定制生活”。

一天中，张吉明除了定时参与三次喂养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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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会随时监测奶牛的采食、消化、产奶数据。张

吉明觉得，自己就像是抚养一个个正在成长的婴幼

儿。

车间里，全智能无人挤奶机器人、饲喂机器人、

推料机器人等各司其职。在这里，全球最先进的全

封闭智能一体化发酵模式，可以全自动处理粪渣并

制成有机垫料、液态肥料，实现了种养结合、可循环

的生态化养殖。

科技支撑下，现在养殖几万头牛的奶牛场，生

鲜乳挤出后，2 小时内即可完成加工。晚上完成包

装的牛奶，在冷链配送下，第二天早上六七点，一盒

鲜牛奶就能送到居民楼下。“挤奶到加工 2 小时成

品”这一全球乳品行业重大技术突破，保证了牛奶

的新鲜。

智慧牧场之外，包括张吉明在内的无数奶业从

业者，恰逢中国奶业最新一轮变迁。科技创新正在

给奶业带来信息化、数字化变革，勾勒出奶业发展

未来的模样。

在奶业振兴政策的持续推动下，内蒙古坚持产

业驱动全链发展、数字赋能智慧城市、绿色引领产

城融合，凝聚全球奶业顶尖资源，拥有全球顶尖的

实验设备、领先的专利技术以及已经落地转化的奶

业创新成果，创造全球奶业多项之最。

总部坐落于呼和浩特市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乳

业技术创新中心。作为抢占全球产业技术创新制

高点的重要科技平台，该中心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

链，通过在全球布局建设创新节点，形成覆盖乳业

全产业链的创新实体网络，解决乳业全产业链技术

瓶颈，为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提供支撑，推动产业

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目前，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通过双聘、兼职

等形式广泛吸纳技术专家，已经集聚了包括乳品科

学与工程专家任发政、家畜胚胎生物工程专家张涌

等院士在内的 100 多位行业专家、1000 多名核心

科研人员和超过 5000 人的全产业链创新队伍，携

手引领产业升级。

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的赵六永，

自 2002 年入职伊利以来，一头扎在一线科研中。

现在，他已经拥有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8 项，并荣

获国家优秀专利奖，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为了让消费者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到酸奶的营养

与美味，他经过数千次的科研实验，解决了产品浓

稠挂壁无法量产、水乳分离的行业工艺世界性难

题。

刘华突破传统工艺及设备中生产大果粒的技

术瓶颈，获得“北疆工匠”荣誉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巴根纳团队解决了乳糖不耐受人群无法饮用

牛奶的全球性难题，巴根纳被评为全国劳模。伊利

科研人员深耕母乳研究 19 年，建成了中国企业首

个“母乳研究数据库”，攻克了婴幼儿配方奶粉蛋白

质母乳化的技术难题，其中就有 80 后科学家司徒

文佑带领的新生代科研团队的贡献。这样的科技创

新在伊利还有很多。

“不创新，无未来。”作为全球乳业五强、亚洲乳

业第一的龙头企业，伊利依托一流的人才团队和创

新资源，深化创新布局，开展乳业技术研发和科技

成果转化，让技术成果造福全行业、惠及更多消费

者。

“中国奶罐”背后有协同发展的推动力量

1997 年出生的陈永康，从事着一个听上去很新

奇的职业——奶牛保健员。陈永康大学学的专业是

动物医学，2020 年，刚刚毕业的他来到敕勒川精品

奶源基地牧场，第一个考验就是与牛的作息时间同

步。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习惯披星戴月的工作

节奏。

从早晨五点半开始，陈永康要一直忙到中午

十二点。给牛翻身、按摩、挤奶，还要亲身感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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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卧床的舒适度，做奶牛的“试睡员”。每天面对

1000 斤左右的奶牛，瘦小的陈永康连吃奶的劲都使

上了，可却乐在其中。带着这股牛劲，陈永康当上了

牧场的先进标兵。

“舒服的牛才能产好奶。”在这个示范牧场工作，

奶牛们吃的是科学套餐食谱，住的是标准化卧床，

还有专业的兽医团队，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把

控，都是为了保证牛奶的品质。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奶业是密切协作、不可

分割的有机整体。内蒙古凝聚全产业链共识，完善

从上游的种业、草业到养殖、生产加工的顶层设计

和落实措施，育好种、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建好

链，串点成链、延链建圈，打造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共同发力的内蒙古样本。

奶业振兴，牧草先行，草业被誉为“奶业第一车

间”。苜蓿草作为“牧草之王”，是奶牛的高营养粗

饲料。

和林格尔县盛乐镇台基营苜蓿草种植基地是

呼和浩特市优质牧草技术攻关项目五个基地中面

积最大的一个。该县借助党建引领、政策统筹、资源

整合、打捆服务、抱团攻坚等优势，打造全链条乳业

发展模式。依托蒙草、草都等龙头企业，打造“北方

种质资源产业示范区”，以蒙牛台基营 3000 亩优质

牧草基地为示范，建成 20 万亩集中连片规模化优

质饲草基地。

位于大青山前坡的内蒙古草种业技术创新中

心，通过高效精准基因编辑技术改良性状后的紫花

苜蓿，被赋予了种质“新生命”，创制的新种质应用

到生产中会提升单位面积内的饲草产量，满足奶牛

的“口粮”需求。

致力解决草种业“卡脖子”问题，内蒙古持续加

大优质牧草种植面积，饲草基地建设快马加鞭。伊

利以中国草都阿鲁科尔沁旗为核心，在全国打造优

质苜蓿种植基地，牧草品质全部达到一级及以上，

其中特优级占比超过 60%。在全产业链的紧密联

结下，伊利带动了全国 420 多万亩饲草种植，为奶

牛养殖业提供了优质饲草保障。

奶牛种业是奶业产业链的源头和支柱，直接影

响行业的核心竞争力。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

技术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每天都在进行奶牛干细胞

基因编辑生物育种关键技术的研究。目前，赛科星

已建成世界领先的奶牛核心育种场，年产高产奶牛

性控胚胎 5 万枚，仅呼和浩特市奶牛良种覆盖率达

到 100%，“牛劲”十足。

赛科星研究院种业生产中心主任丁瑞毕业于

内蒙古大学生物系，2004 年投身畜牧业良种繁育工

程，19 年扎根一线，专注研究“牛良种冻精”生产制

作工作，直接参与生产制作良种奶牛冻精产品 550

万支以上，繁育良种奶牛超过 130 万头。

在 多 年 的 技 术 研 究 中，丁 瑞 曾 在 冬 天 零 下

20℃—30℃的严寒中，连续住在牛场 3 个月，每天在

牛舍观察巡视 6 小时以上，夜间还要认真研读营养

学书籍。“对每个优良基因性状的筛选、每头种牛的

悉心照料、每支产品生产的严谨专注，不断与 0.01 的

微小误差较真，都是工匠精神的坚守。”丁瑞说。

奶业是内蒙古目前产业链条最完整、最具竞争

力的产业之一。我们要以全产业链思维，坚持走高

端化、绿色化和智能化道路，全力推动奶业向更广、

更深、更高水平发展壮大。

小学生薛宇成在伊利健康谷的研学即将结束

时，他的目光被一块大屏上不断变换的数字吸引 :

伊利集团运奶车在途车辆 6111 辆、预计到达车辆

1889 辆，到场车辆 936 辆……

跃动的数字在人们眼前延展出了一片热火朝

天的繁忙景象，这次研学应该也在小宇成的心中种

下了一颗种子，未来可期。

从牧场到车间，从奶源到产品，“中国奶罐”的

背后，我们看到了政企合力振兴奶业，看到了科技

创新贯穿全产业链条，更看到了内蒙古高质量建设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