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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河北省北部高原的沽源牧场和丰宁满族自治

县，都是重要的奶源基地“河北坝上奶牛带”。在今春沙

尘暴肆虐和长期干旱之后，为了对坝上奶业的现状作

进一步了解，我们对沽源、丰宁作了五天考察。觋就两

地奶业经济演变情况分述如下：

1沽豫牧场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1．1今非昔比

国营沽源牧场，是河北省农垦局的一个大型牧场，

始建于1954年。全场总面积26 700公顷，内有耕地

12 0∞公顷，草场81200公顷，林地2 267公顷。宜林

宜牧，具有发展牧业特别是奶牛业和乳制品生产的资

源优势。

但是，违反了因地制宜的原则，‘：以粮为纲”从60

年代末开始，大量开垦草地，弃草种粮，粮田面积由“文

革”前的3万亩扩展到1996年的15万亩。粮食亩产仅

如千克左右，严重干旱年份几乎绝收。据统计，1954年

一1998年的“年中。‘有”年亏损。年亏损额最高达

800多万元。职工收入很低，土地沙化、退化有增无减，

经济萎缩。

乳品加工厂是唯一骨干企业，1954年建厂至1977

年20多年间，一直停留在小作坊式的土法生产状态。

1978年才进人工厂化生产管理。但是，因产品单一，主

要依靠个体户经销，销路既无保证，货款又收不回来。

1993—1995年，年产量300多吨的乳品厂，奶粉积压达

700多吨。相当于年产量的两倍!从而资金严重缺乏，

曾经有8个月投给职工发工资。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沽源牧场

危难之际，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伸出了热情友谊之手，

本着自愿互利，优势互补，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原则，

1998年6月沽源牧场乳品厂加盟三鹿集团，实现了产

品品脾的联营，救活了沽源牧场，这是乳品厂和牧场跳

出困境、走向发展的转折点。

联营之后，三鹿集团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帮助调

整、完善了乳品加工设备、规范了生产经营管理，培训

了化验及管理等人员。最大的支持则是帮助沽源牧场

乳品厂按照三鹿翻订的“八统一”(统一标准、统一配

方、统一工艺、统一原料、统一检测、统一包装、统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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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统一广告)原则从事联营，严格要求，生产出合格的

“三鹿牌”奶粉，由集团负责产品销售，及时兑现货款，

当年补发了职工两年的工资，人心旺，企业兴，呈现出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98年生产奶粉788吨，上交税

金87万元，实现利润20万元；1999年生产奶粉1 375

吨产值1 800万元，缴税130万元，利润60万元；1999

年，沽源牧场乳品厂产值和利润分别占牧场工业产值

2 329万元的80％和利润80万元的75％，成为沽源牧

场的经济支柱。

乳品加工带动了奶牛饲养业的迅速发展，奶农收

入大幅度增加，整个牧场经济迅速改观。1997年奶牛

存栏2 600头，产奶3 600吨；1998年产奶6 200吨；

1999年产奶9 740吨；2000年6月底奶牛存栏4 563

头，比1997年增长75％；粮田由15万亩减至2．5万

亩，5．6万亩还草，6．8万亩种植药材饲草兼用作物及

其他经济作物。成母牛年均纯收人3 500元。职工的银

行存款由400万元增加到800余万元。牧场为外地养

牛户提供了8项便利或优惠政策，即牛给饲料地(每头

5亩)，人给口粮田(每人4亩)，提供饲养场地，提供人

的住所，收奶价格、技术服务以及子女上学等与本场职

工同等待遇，这些措施起了筑巢引凤的作用。毗邻地区

100多户农牧民来此养牛。

1．2 产业结构调整与经营机制改革并进

沽源牧场四十多年的发展中，数度调整产业结构，

走过“以农兴场”之路，走过“以工兴场”之路，但在1998

年6月之前，始终未摆脱困境。

1998年加盟三鹿乳业集团，如鱼得水，各业复苏。

加工业带动饲养业结构的调整，饲养业的调整又促进

了种植业的调整，2000年全场的粮食作物面积由

1997年95 788亩减少至25 743亩，减少74％。其中小

麦播种面积压缩96％；而玉米播种面积由114亩扩大

到10 535亩，增加90倍。牧草和青贮玉米播种面积合

计为39 484亩，占作物总播种面积的42％。有了三鹿

这个靠山，有了乳品加工业这个龙头。全场的生产结构

调整才有了物质基础和内在动力。

其实，不仅沽源牧场产业结构的历史性调整受益

于其乳品厂加盟三鹿，而且牧场管理体制的变革和经

营机制的转换也建立在乳品厂复兴的基础之上。沽源

牧场本来从1993就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将部分土地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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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承包给职工家庭耕种，实行牧场和职工家庭农场双

层经营，以便弼动职工和牧场两个积极性，盘活国营牧

场的存量资产，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当时牧

场上下没有市场买帐的主导产业，也就只能维护传统

的以农为主的自给性产业结构。在这种现实面前，职工

无力也不愿离开牧场这口“大锅”，家庭农场也就徒有

虚名了。

1998年乳品厂的复兴和发达，一下子点燃了职工

心中的希望之火，他们知道该往哪儿使劲、往哪投资

了，牧场党政领导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重新修订了有

关家庭农场的政策，再次明确了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承

包翩度，真正开始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两费(生

产、生活费)自理”等新体制，并将归总场和分场所有的

畜群、大中型农机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次性作价转让

给家庭农场经营。总场、各分场和直属机构从管职工吃

喝拉撒、春种秋收和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中解脱出来，转

刊主要为家庭农场提供信息、技术、示范、推广、调种、

配种、培训等服务，并运用经济杠杆对家庭农场的经营

进行调控，例如大部分家庭农场奔奶牛去，牧场就举办

饲料和青贮饲料技术培训班；出资金补助各户建设塑

料大棚圈舍；为解除配合饲料采购和奶牛防疫的后顾

之忧，场里及时投资改扩建了饲料加工厂，建立和健全

防疫、品种改良的服务体系等。总场也有了精力关注市

场．到社会寻找更广泛的发展空间。从1999年开始招

商引资，吸引周边地区和外地牧民带奶牛“移民”本

场。

沽豫牧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摆脱计划经济的阴

影，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的。

1．3 作出的和有待作出的抉择

一是走发展生态农业的道路。这里与内蒙古牧区

接壤，平均海拔1 400米，年降水量300毫米，生长期只

有100天左右。似此高寒地区，只有走以牧为主，草业

先行，农林牧结合的路子，才是最佳抉择。大部分区域

地势平坦，土质尚佳，并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可供打

井灌溉，适宜种植高产优质牧草和青贮饲料，是发展奶

牛饲养业理想的天地。他们更新畜群畜种，舍羊、马而

就奶牛，并且在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增产饲草饲料上下

功夫，这一步棋走对了。

二是在确定以奶业为主导产业之后不久，就加盟

三鹿乳业集团，使主导产品找到了可靠的销路，经济效

益迅速大幅度提高，职工主人翁意识增强，并带动了奶

牛饲养业以及其他二、三产业进一步发展，真正是“念

牛经，唱牛戏，发牛财”，使整个厂(场)子话起来；同时，

也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作出了新贡献。坝上这片无污

染或污染较少的大草原，有可能逐步建成新的绿色产

业不范园区。

然而，对于一个刚剐弃旧图新的国营牧场以及他

所辐射牵动的广大农村来说，仍有一系列有关方针、措

施和方式方法问题有待研究探索。例如：、——奶源基

地建设，目前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提高产量的潜力很

大，特别是在发展数量的同时，狠抓奶牛品种改良，不

断提高质量，选优汰劣，并加快科学饲养技术的普及，

改手工挤奶为机械挤奶以提高原料奶质量和劳动效率

等方面，都有大量工作要做。综合配套的技术推广应用

和系列化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应当积极从事。

——奶牛饲养，奶牛已经全部实行户养，户均养牛

仅3头。场部为每头牛射拨饲料地(5亩)，并加工供应

混合饲料，实行半放牧、半舍饲的方式喂养。全场现有

放牧草场12万亩，每头奶牛平均26．3亩，实行自由放

牧，按每头牛50元向场部交纳草场使用费。这种仍属

于“吃草场大锅饭”的原始放牧方式，显然是造成放牧

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我们建议尽早落实放牧草场使

用权，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实行禁牧、轮牧，统建或组织

合作共建混播草牧场等．以利于加强管护建设和利

用。

——提高人员素质，通过先培训后上岗。定期轮

训，以及培养示范户，带动推广实用技术等。

——人工种草，由于过去不适当的垦荒种地，造成

沙化土地15 700亩，砂砾裸露的土地57 600亩，亟特

贯彻执行草灌乔结合、草业先行的方针，恢复生态平

衡。草类和灌木品种的选择，除老芒麦、紫花苜蓿等优

质牧草已着手种植外，诸多生命力强的沙生植物，如沙

棘、沙柳、沙蓬、沙拐枣、沙打旺、锦鸡儿等值得选择试

种，取得成功经验后大力推广种植。

2 丰宁三鹿巍业有限公司在前进

2．1 丰宁三鹿乳业有限公司于1996年4月由石家庄

三鹿乳业集团股份公司与承德华宁乳业公司合资组

建，员工总数152人。注册资本500万元，总资产1983

万元，资产负债率20．73％。现有奶粉生产线两条，年

标定生产能力6 000吨；1999年产品产量达到3 087

吨，产值6 567万元，销售收入6 949万元，利润1 114

万元。税金441万元。

联营公司运行四年来，共上缴增值税1 081万元、

企业所得税1 062万元。此外，联营公司两金(公积

金、公益金)积累292万元，上缴集团公司宣传广告

费l 635万元，付给当地奶农奶款3 290万元。2000年

上半年，企业奶粉产量为2 087吨，同比增长45．91％；

产值4"318万元，同比增长42．95％；销售收入4 326万

元，同比增长34．27％，利润581万元，同比增长

13．18％，税金254万元，同比增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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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奶业的回顾与展望
蒋伟清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南京2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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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奶业经过100多年发展到今天，已是拥有6．5

亿元资产，年销售额达3．68亿元，存栏奶牛13736头，

年产奶4 000万千克的(集团)公司。下属有4家分公

司，20多家子公司，员工近万名。主产品“卫岗牌”乳制

品达八个系列，五十多个品种，幅盖以南京为中心直径

400千米范围三省一市九十多个市县，高峰日销量90

万瓶(袋、盒)。今天的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已名符其实地

成为国内有一定知名度、在省内有相当影响的贸工农

一体化的重点企业。

1南京奶业的回顾

收稿日期：2000—02—23

2．2 这家企业的奶源基地分布在周围4个乡镇的20

个行政村，1 000余农户；奶牛存栏已超过5 000头，其

中成母牛3 500头，Et产奶量55吨。农民养一头奶牛，

按中等年产奶量5．5吨计，售奶款为8 000元，纯收

入可达4 000元。当地急于近期内迅速将牛群扩大到

8 000～10000头。奶牛为舍饲喂养，粗饲料主要为玉

米秸杆(青贮甚少)，人工种植牧草亦不多见。一座大型

挤奶厅在建设中。

2．3 中共丰宁县委、县政府和各级扶贫部门多年来

一直把奶牛生产和乳制品加工做为兴县扶贫的支柱产

业给予大力支持，两次大型技改使用资金l 115万元，

其中扶贫贷款达1 000万元。此外：通过企业承贷承还

方式支持农户奶牛贷款240万元。

3 几点思考

3．1 在发展奶牛业中，应当注意处理好数量与质量、

粗放与集约经营的关系

沽源牧场、丰宁县都对奶牛业在本地农业中的地

位，特别是在调整农业结构中的作用有了足够的认识，

都把奶业作为支柱产业，制定宏伟的发展规划，令人高

兴。

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奶牛业的发展不能脱离

加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就是不能离开市场需求的制约，

无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奶牛业的发展不能只

追求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奶牛群整体质量的提高和牧

业资源的节约。否则我们还会走弯路、吃苦头。不宜盲

南京奶业今天这样辉煌，确实来之不易，它是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取得的，纵观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解放

前的初创；解放后三十年的缓慢发展；改革春风带来蓬

勃发展；南京奶业的腾飞。

1．1解放前的初创阶段

南京最早的奶牛是1883年加拿大籍传教士马林

带人的。在这100多年里，南京奶业的发展经历了二个

截然不同的时代：旧社会和新中国。在旧社会，由于受

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统治，南京奶业虽然有

过国内最早的官办实验性奶牛场，最早的牛奶公司和

个体奶牛业培训班，成立过牛奶改进社，在1929年国

民党政府还公布了22条《牛乳营业取缔规则》等。但是

目提倡奶牛数量的“翻番”，必须从本地条件和全国市

场出发，从整个三鹿集团的利益出发，循序渐进．追求

“适度”发展。在牛群发展中，也要立足于自繁自养，狠

抓配种、饲草、饲料生产和饲养等技术环节，在稳步提

高牛群质量的基础上扩大规模。

3．2 退耕还草还林，政策措施要配套

初夏，朱镕基总理考察河北、内蒙时所作的“治沙

止漠”的重要指示，给予当地政府和人民极大鼓舞，纷

纷采取各种措施，贯彻落实朱总理的指示，研究制定荒

山、荒坡地治理，退耕还草、还林的办法，广大农民拍手

称快。值得注意的是，在退耕还草、治理荒山荒坡中．政

策要配套，措施要抓准，资金要落实，特别是机制要转

变，产权要明确；不然，积极性难以持久。

3．3 普及农牧科技知识任重道远

广大农民非常渴望得到科技知识，迫切希望科技

人员为他们传授科学知识。但在实地考察中，使人感到

农村科技知识教育仍非常欠缺，某些部门对科技知识

的推广成果估计过高。比如。饲料青贮在奶牛饲养中的

重要性和制作方法在许多奶牛集中饲养地区仍没有得

到推广落实。还有一些唯利是图的配种员，拿一些质次

价低的冷冻精液为农民的奶牛配种，而且不作谱系记

载，势必造成新生奶牛一代不如一代。这些方面的工作

不仅有待企业而且更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共同关注和

解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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