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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农牧科技生态园项目打造太白湖新区农业循环经济名片

塌陷地变生态园，这个牧场“智慧”多

文/图 本报记者 邓超 孔贤

2020年，太白湖新区利用本地
养殖基础好、饲草资源丰富、交通
便捷等区位优势，引进本地乳业
龙头企业——— 济宁三强乳业有限
公司，建设三强农牧科技生态园
项目。生态科技园分为奶牛养殖
牧场和围绕着牧场的科技生态种
植观光园，目前，奶牛养殖牧场共
存栏荷斯坦奶牛600多头。全部建
成后，预计存栏3000头奶牛，年均
产奶10800吨，可为附近群众提供
100多个稳定地就业岗。

塌陷地变生态园
首头牛宝宝诞生

近日，三强农牧科技生态

园项目的奶牛陆续进场。与此

同时，在10月17日晚上10点，

生态园也迎来了首批牛的首

头小牛犊———“九月”，这也是

三强农牧科技园降生的第一

头“牛宝宝”。“我们的3批牛经

过严格的检疫程序已经来到

了园区新的圈舍，更让我们高

兴的是，现在又生了小牛犊，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

的开始，我们也有信心把奶牛

事业做大做强。”三强农牧科

技生态园副总经理蒋丽丽告

诉记者，九月的妈妈是一头来

自新西兰的纯正荷斯坦牛，与

九月的妈妈同批引进的奶牛

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智利

等多个国家，在来到农牧科技

园之前，它们已经在海上漂泊

了半个月，又在港口进行了严

格的隔离、检疫措施。这批只

有10个月大的奶牛刚到农牧

生态园时弱不禁风，经过我们

半年多的饲养和精心照料，才

具备了人工授精和怀孕的条

件。“九月的出生是三强农牧

科技生态园科技饲养现代化

技术的成熟的见证，以后还会

有更多的牛宝宝出生。”

2020年，太白湖新区充分

利用本地养殖基础好、饲草资

源丰富、交通便捷等区位优

势，引进济宁本地乳业龙头企

业——— 三强乳业，在三号井塌

陷地区建设农牧科技生态园。

“在石桥镇领导的启发下，我

们拓宽了思路，明确了目标，

决定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在三

号井煤矿北部约800亩塌陷回

填地上，兴建一个高标准的农

牧生态科技园，为石桥镇打造

出一个农业循环经济靓丽名

片。”蒋丽丽介绍，生态科技园

总投资1 . 7亿，分为奶牛养殖

牧场和围绕着牧场的科技生

态种植观光园，投产后可容纳

3000头养殖规模的奶牛养殖

场以及辅助建筑物。

据了解，该项目建设具体

内容包括8排牛舍、两排犊牛

舍，一座挤奶厅、3座青贮窖、

草料库、精料库、机修车间、粪

污处理区、兽医综合楼及其他

生产附属设施。购置全自动转

盘式挤奶机、牛只识别仪、赶

牛器、饲料搅拌机、草料粉碎

机、制冷罐、奶罐车、自动刮板

除粪机、粪污处理设施等。目

前项目施工进展顺利，4座牛

舍已经投入使用，1座挤奶大

厅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粪污厌氧发酵罐和沼气罐也

已安装到位。

利用微生物发酵
养殖生态循环化

对养殖场而言，实现生态

环保养殖，一直是养殖企业面

临的挑战，该项目配套了科

学、完整污粪处理系统，给记

者留下不同的感受。“能来这

里的奶牛，日子过得可舒服

了，吃得好、住得好！”蒋丽丽

如是说。她告诉记者，针对传

统牛场存在粪便污染的弊病，

生态园采取国内先进的谷壳

发酵生物降解技术，在牛舍内

彻底分解粪便，杜绝周边水质

及空气污染，能够做到无异

味、零排放、零污染。

蒋丽丽给记者算了这样

一笔账，以发酵床为载体，一

次垫料使用三年，每天翻抛一

次，每十天深翻一次，无需清

粪，通过微生态生物益生菌分

解粪污，快速消化分解粪尿等

养殖排泄物，每头牛每天粪污

排放量在0 . 07m3，用这种方

式能够分解95%的粪污，剩余

在过道及挤奶厅的5%粪污清

理出来后，采用异位发酵床在

粪污处理区进行发酵。实现牛

舍免冲洗、无异味，达到健康

养殖与粪尿零排放的和谐统

一。“发酵床养殖技术利用伴

有菌种的木屑、稻壳、秸秆以

及农副产物作为垫料，利用微

生物酵解功能将牲畜的排泄

物变粪为宝，再次利用的过

程，圈舍自身成了一个微生态

有机肥的加工厂。”

相较于以往传统的奶牛

养殖牧场，三强农牧科技生态

园项目还致力于打造科技生

态种植。“科技生态种植园分

为紫花苜蓿种植区500亩用于

奶牛饲料，其余分为果树种

植、蔬菜种植、水产养殖、热带

作物大棚等农作物的种植，用

牛粪变废为宝，处理后达到有

机肥的标准，使我们的整个园

区形成生态内循环，初步达到

绿色无公害食品的要求，最终

达到有机食品的要求。”蒋丽

丽表示，为了使园区生态循环

行之有效，项目建设了一座厌

氧发酵罐和一座沼气罐，奶牛

产生的粪便都会统一运到发

酵罐进行处理，经过脱水、发

酵、晒干之后作为有机肥料，

用于果蔬灌溉，牛场实现了循

环生态养殖。

打开玉米财富经
促进农牧民增收

在粗放型的奶牛养殖方

式下，挤奶通常是养殖户经

过简单地消毒处理后，用手

直接给奶牛挤奶。然而在三

强农牧科技生态园项目中，

挤奶这一工序却将是另外一

番景象。蒋丽丽告诉记者，该

项目引进全自动转盘式挤奶

设备，包括了牛号自动识别、

电子计量自动脱杯、乳房健

康监测、挤奶过程质量在线

监测、数据采集与传输、自动

清洗、自动分群门隔离等先

进功能。也就是说，从鲜奶被

生产出来后到离开牧场，完

全是处在一个密闭的环境

下，而且“神奇”的是，一旦在

挤奶过程中发现牛奶的品质

异常，系统会自动对该牛奶

进行分离，从而让走向市场

的牛奶质量更有保证。

农牧科技生态园项目运

营后，生态园用劳动力100人
左右，将全部聘用附近村民就

业。通过对农民进行技术培

训，将传统农民变为产业工

人，促进农民增收，使传统的

农业项目向工业化生产迈进，

除此之外，还可带来农村劳动

力回流，减少农村“空巢”现象

及留守儿童的出现，更能维护

社会及家庭稳定。

农牧科技生态园的建成，

不仅给当地农户提供了就业

机会，发展了劳务产业，还为

石桥镇农业提供了广阔的发

展空间。据了解，石桥镇广泛

种植的玉米可加工成优质的

青贮饲料，是奶牛优良的天然

饲料。“看到这边玉米种植广

泛，解决了奶牛养殖饲草料的

来源问题，截至目前，我们在

当地收购了2500吨青贮饲料，

饲料的需求量将逐年增加，我

们也与当地农户签约，每年都

会固定收购大量玉米，提高农

户收入，达到农户与企业双赢

的效果。”蒋丽丽介绍，石桥镇

当地每亩玉米地可产3 . 5至4

吨左右，每吨收购价约420元，

以每头牛每天消耗30公斤，每

年消耗9吨计算，每年需消耗6

千亩，将全部从石桥镇周边农

田收购，农民收入1000万元左

右，青贮使用集约化机械收

割，解决了农忙季节劳动力短

缺的矛盾，经济收入有所提

高，增加了秸秆的废物利用

率，大大降低了因秸秆焚烧所

带来的环境污染的风险。

“从去年年底开工建设以

来，项目取得了很快的发展，

奶牛存栏数突破600头，这也

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关怀和支

持，尤其是在饲料的储备，道

路交通、水电各方面给了我们

很大帮助，也让我们对未来的

发展充满了信心。”蒋丽丽说，

预计明年4月份，养殖区就可

以进入正常投产，在项目的建

设过程中，太白湖新区相关部

门成立项目专班，制定出台多

项优惠政策，做好水电路网等

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技术服务

与培训，当好企业的发展“服

务员”，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发

展建设的信心。

工作人员正在讲解牧场情况。

荷斯坦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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