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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卖奶奶难难融融资资难难，，奶奶农农快快挺挺不不住住了了
期盼：尽快出台扶持政策

1月13日，聊城一家奶牛场的老板愁眉不展，近期他们接到乳企“通牒”：本月20日起，不再收他们的奶了。连日来，记
者走访临清、冠县、东昌府区等奶牛行业发现，受国际低价奶源冲击和部分乳企限收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奶牛场面临临
卖奶难和融资难，出现了卖牛倒奶现象，奶农进退两难。

本报记者 王传胜

“现在乳企限收，我们卖不了
的 鲜 奶 要 想 尽 各 种 办 法 处 理 。”
最 近 一 直 为 销 路 发 愁 的 张 经 理
说 ，他 们 的 奶 牛 场 每 天 产 奶 量 3
吨 多 ，但 是 合 约 乳 企 也 就 收 购 2
吨多，剩余的牛奶大多送到了鲜
奶吧。

有朋友从电视上看见外地出现
倒奶现象，打电话询问他们有没有
倒奶，张经理只能告诉朋友“暂时还
没倒”。张经理苦笑着说：“倒奶也是
迫于无奈，卖不完又放不住，不倒掉

怎么办？”
“前年行情好的时候，几家乳企

到我们这里抢奶，竞相提价。”想想
曾经的辉煌，张经理不停地叹息。为
了把每天的牛奶销出去，他们到各
大乳企“跑路子”，但每次都是心怀
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作为最下游的
奶农，他们根本没有话语权，困境越
陷越深。

张经理坦言，他们现在是在咬
牙坚持，希望有一天能好起来，盼望
这一天来得快一些，现在已经快挺

不下去了。
该奶牛场的情况并非个案。据

了解，冠县有10家规模奶牛场，面临
的情况大抵如此。柳林镇一家去年
新上的奶牛场，最近已开始找下家，
准备低价处理奶牛，曾找到张经理，
被婉言拒绝了。

“现在奶牛行业处于低谷期，是
接手的好时机，可是我们哪有资
金？”张经理说，他干这一行三年多
了，目前确实遇到了困难，但不甘心
就此罢手。

奶农为销奶到处“跑路子”

面临行业寒冬，不少奶牛养殖户愁眉不展，有的开始卖牛。 本报记者 王传胜 摄

农户堵着门要收回借款

“进，没有资金；退，就得倾家荡
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场主介
绍，面对现在的行情，奶农进退两
难。“乳企对我们送去的奶挑三拣
四，要求我们提升设备，我们也想
上好设备，可是到哪里去筹钱？”

据他透露，奶牛属于活物，到银
行贷款没法做抵押，只能是高息向
周边农户融资，以前行情好的时候，
都愿意借钱，但自从各地出现了杀
牛倒奶的情况，根本没有人肯借钱，
一些已经借款给奶牛场的农户，担

心收不回资金，也开始堵着门要收
回。

冠县一家奶牛场场长说，咱们
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全依赖进
口奶粉，如果不尽快出台扶持政
策，万一出现大批奶牛场倒闭，到
时候再想重新发展就很难了。他希
望国家能尽快出台贷款、补贴等扶
持政策，帮助奶农渡过难关。

聊城市畜牧局有关工作人员
介绍，为应对这一轮冲击，省局要
求密切监测各奶牛场的情况，每

周一上报一次。该工作人员提供
的一份本周报表显示，企业拒收
生鲜乳5 0 . 8吨，拒收的这一部分
去向主要为散卖，也出现一些倒
奶的现象。

之所以出现目前的行情，记者
采访聊城市畜牧局以及各县(市、
区)有关专家，他们一致认为是受到
进口奶粉的冲击。“冲击特别大。”
东昌府区畜牧局孙姓科长说，区里
有三家奶站，鲜奶收购价格一降再
降，奶农日子普遍不好过。

奶业转型升级

需要时间

临清一家大型奶牛
场高经理表示，不少散户
难以支撑，为了避免杀牛
卖牛，可以考虑租给大型
养殖场，这样起码能把奶
牛保住。“大型牧场在竞
争中往往占据优势，而散
养或中小型养殖企业规
模小，抗风险能力低。”高
经理介绍，为了应对这一
波冲击，奶牛场投入巨资
建设标准化牛棚，购置了
先进的设备。

前不久，高经理应邀
参加了我省提升奶业竞
争力座谈会，会上一位多
年经营奶场的场主现场
哭诉，无力应对目前的这
一波冲击。对此，省有关
部门分管领导表示“打铁
还得自身硬”，鼓励养殖
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奶品
质量和单产。

高经理对这句话深
有感触，他说，在市场经
济体制下，哪一行都是如

此，只有想法设法提高自
身的竞争力，才能应对市
场冲击。

“对于奶牛行业来
说，2015年将是最寒冷的
冬天，也是一个行业洗牌
的过程，肯定会死一批。”
高经理说，经历过阵痛
期，淘汰中小产能，长远
来说有利于鲜奶质量和
生产效率的提升。

“但需要政策给留出
转型升级的时间，毕竟我
国奶牛市场起步太晚。”
一名业内人士分析，进口
奶粉来得太猛了，国内奶
农们还没有准备好。国内
奶业还没完成产业升级，
经不起这样的冲击，主管
部门应尽快拿出扶持政
策，来保护民族产业。此
外，政府应加强宏观调
控，引导我国奶牛养殖由

“散、弱、小”走向规模经
营，推动我国乳业从传统
走向现代。

记者手记

谁来帮奶农熬过难关

连日来，记者深入
聊城多地采访奶牛业行
情，总感觉很多奶农在
刻意遮掩什么，不敢说
出实话。果不其然，这种
感觉在老牛 (化名 )一通
电 话 诉 说 后 得 到 了 验
证。

老牛说，他婉拒了
记者采访后，思前想后，
心里憋屈得慌，有一肚
子话想说，不说心里有
愧。他再三要求记者不
要写他的名字，才说出
了一些心里话。为什么
奶农有苦难言？因为话
语权掌握在乳企手中，
担心说了实话再也没处
卖奶。

目前，奶农最难的
就是卖奶和融资。老牛
说，很多奶牛场生产的

鲜奶质量达标，但乳企
总是挑毛病，想方设法
少收，剩回来的奶，要
么 被 奶 贩 子 以 低 价 收
走 ，要 么 就 偷 偷 倒 掉
了。

对于奶农来说，现
在是进亦难退更难，老
牛甚至说出了想要寻死
的话，记者心里一震。老
牛说，在银行拿不到贷
款，只能以高息向农户
借钱，但现在整天有借
款户堵门要账，因为他
们担心要不回钱。

老 牛 的 这 番 心 里
话，说出了奶农的心声，
他们盼望国家尽快出台
补贴政策，希望政府能
出面帮助奶农贷款，熬
过眼前的难关。

(王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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