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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牛奶”备受宠爱
“这个牛奶口味很醇厚，太香了！”
“原来这是青海牛奶，我们只知道这

里的牦牛肉、黑枸杞和冬虫夏草很出名，
原来牛奶也很香！”最近几天，莫家街小
吃城里又是热闹一片，来来往往的游客
对青海牛奶赞不绝口。

一面是被消费者津津乐道的口感，
一面又似乎是远在青藏高原的存在感。

“青海牛奶”过去长时间游离于主流乳制
品市场之外，这几年逐渐火爆，被消费者
热捧，频频登上小红书、天猫、京东等网
络交易平台热搜榜，青海地方牛奶正日
益成为全国“网红”，备受宠爱。

青藏牧场乳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
新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
我们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的销售量逐月
增加。仅在拼多多平台上，“青海牛奶”
单月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而在淘宝、天
猫、京东等网络交易平台，青海纯牛奶以
月销量最高排在众多乳制品销售网店第
一的位置。

依托独特的产区优势，面对逐年递
增的消费热情，“青海牛奶”需要以怎样
的姿态面对消费者？对于历经几十年

“小打小闹”闭门发展的青海乳制品而
言，面对更大的省外市场，如何抓住这一
发展机遇，乘着青海“四地”建设东风，在
接下来的发展道路大展身手，在全国牛
奶市场中抢占更多份额？

“青海牛奶”迎来春天
过往偏居一隅的“青海牛奶”到底

如何？
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青海奶业的

发展经历说起。与东部地区的消费者
普遍认知不同，青海并非牛奶产业的荒
漠，相反这里是我国西部重要乳品生产
地区——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
为世界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这里平
均海拔在3000米，温度低，适合养牛；这
里离黄金奶源带很近，有大面积的土壤
草场，且未被全面开发，可以满足高价
值同时可建设的要求；这里的牦牛有
600 万头，奶的乳脂率比一般奶牛高一
倍多，是我国牦牛头数最多、质量最好
的省份。

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为青海乳
业的发展及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奠定了良
好的发展基础。

青海省奶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青海牛奶”被外地消费者认可，在于青
海独有的地理位置和牛奶的高品质。聚
焦“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做
大做强做优生态奶牛养殖产业是青海奶
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青海老乳业人罗生明看来，青海
省正在着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乳业符合青海的发展方向，青海
奶业的春天来了。同时，他说，随着消费
的升级，消费者对乳制品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蛋白质含量更高、更原生态的牛奶
才能满足市场需要。“而让外地消费者津
津乐道和看重的正是青海独有的高原、
绿色、有机标识”。

除了先天优势，青海乳企发展存在
的优势还在于：青海具有乳制品消费的
传统，对乳制品需求量比较大。数据显
示：2021 年全省人均奶类占有量 59.60
公斤，人均奶类消费量 16.7 公斤，全省
奶类市场消费发展趋势呈现稳定趋升
的态势。

经过多年发展，我省已形成了天露
乳业为主、小西牛、青藏牧场等多个品牌
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

尽管“青海牛奶”口碑逐渐打响，但
仍有不少方面需要完善：比如奶牛良种
化率不高、乳企之间相互模仿、品牌建设
形不成规模……

对于乳企来说，青海独有的地理位
置是先天优势，但如何打好这副牌，更多
乳企负责人表示，要练好内功，在强品
质、高端化、重创新上下功夫。

另外，尽管“青海牛奶”在全国逐渐
有了名气，但叫得响
的青海乳企品牌还是
屈指可数。可以说，
青海还未培育形成全

国知名的乳业品牌，与国内一线品牌相
比，青海乳制品品牌效应尚低。

“青海牛奶”短板犹存
记者在采访中，很多乳企负责人一

再告诉记者：“在乳制品行业，奶源是至
关重要的‘命门’。”

为什么这么说？乳企负责人深有
感触。

青海天露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乔彦达说，稳定可靠的奶源是天露乳
业获得长久发展的基石。天露乳业是西
宁规模最大的乳企，其前身是成立于
1954年的西宁市奶牛场。“天露乳业能深
耕本地，得到大家的信赖，其根本原因在
于奶源原生态、无污染。”

青藏牧场乳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
新建说，我们的奶源来自青海天然牧场，
通过高新技术和全新配方，研发并推出
一系列乳产品，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
可和赞誉。

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卫华说，我们的奶源在湟中，加工也在
湟中，乳品加工企业有自己的奶源，产品
质量稳定，口感各方面都能够保证。

多家乳企负责人表示，青海的牦牛
乳制品在全国享有很高的美誉度，但因
为牦牛多集中在玉树地区，牦牛奶产量
低，众多乳企将目光投向了海东、海北、
黄南等地。与全国相比，青海省奶源基
地建设相对较弱，养殖业水平偏低，而
且乳制品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普遍落后，
生产规模小，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发展
受限。

可喜的是，2021 年全省规模养殖场
全部实现机械化挤奶，规模化率达70%，
有效提升了奶牛生产效率。可见，即便
是坐拥牧区优势，打造优质牧场、自建可
控奶源，依然是青海乳业未来一段时间
的重要发力点。

纵观全省乳企已逐渐从阵痛中走
出，质量水平大幅提高，记者在走访中发
现，在各大大小小的超市中，消费者更愿
选择青海巴氏奶、常温奶，消费信心显著
增强。

“青海牛奶”期待抱团
去年以来，在四川、广州、上海、重

庆、深圳等地，青海牛奶和酸奶成功“出
圈”，成为外地消费者追捧的乳制品。

记者采访中，很多乳企负责人告诉
记者，外地消费者对青海乳制品的需求
量很大，仅天露乳业一周至少有1.5万件
乳制品要销往外地。

罗生明表示，“青海乳业走向全国必
须要打造高原、绿色、有机品牌，同时要
做特色、走高端，在高品质、高服务上下
功夫，一丝不苟，擦亮招牌，青海乳业后
劲强大！”

记者走访多家乳企，很多负责人坦
言，“青海牛奶”还缺乏自信，研发产品缺
少思路，一家乳企出个新品，其他乳企开
始模仿，而且没有打出青海公用品牌，大
家不同程度期望从各自为政到抱团取
暖，叫响“青海牛奶”大品牌。

记者在采访中深刻感受到，走出青
海，走向全国，是实现品牌影响力最大化
的必然趋势，青海乳企要联合起来，打破
品牌地域化的藩篱，让青海乳制品被更
多国内外消费者所了解和信赖。

对于“抱团打天下”同样深有感触的
还有乔彦达，他表示，以新疆奶业为例，
这几年通过抱团发展打出了疆奶发展新
思路，而优势更加突出的青海乳企们更
应该抱团发展，打出“青海牛奶”大品牌。

业内人士表示，要想青海乳业“抱团
强大”还需政府搭台，乳企共同发力，既
增强单个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会
叫响青海乳制品品牌集群。

“绿色”“有机”是青海农牧业发展
的最亮眼底色，也是最大的“底气”，相
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青海乳企在全
国打响知名度，为建设现代化新青海增
光添彩。

（记者 永黎 文玲 大雨）

本报讯（记者 小蕊 通讯员 范生栋）为营造
干净、整洁、优美的居住环境，提高小区住户生活
环境舒适性、整洁性，连日来，城北区城管局督促
辖区各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绿
化养护等工作，提升物业服务品质和小区颜值。

城北区城管局督促各物业服务企业加强物
业从业人员日常管理，设置专门的环境督导员，
每日负责小区环境卫生的巡查和监督，按照规
范精细要求，对卫生保洁不及时、小区垃圾收集
不及时、清运不及时等现象不折不扣地抓好整
改落实。截至目前，清理小区大门、单元门、电
梯、楼道等公共区域乱涂写、乱张贴、乱画等问
题 56 处，督促业主自行清理乱堆放 17 处，引导
业主自觉树立环境保护意识，积极参与到环境
整治中。

为更好地维护小区绿化景观效果，增强小区
居民生态保护意识，各物业服务企业纷纷组织居

民开展绿化养护活动，恒大名都金碧物业组织住
户开展“拥抱春天·播种希望”植树活动。活动现
场，家长们带领小朋友挥锹培土、提水浇灌，将写
有小朋友姓名的牌子挂在树木上，此次活动共
270余户参与，种植树木280余棵。宁瑞水乡新
乐物业组织社区、物业党支部党员、骨干员工开
展“组织合力植树绿·红色先行美家园”植树护绿
活动，共补种树木450棵、树木涂白167棵、绿化
补种草坪约 700 平方米。辖区其他物业服务企
业结合小区实际，也积极开展绿植修剪、补种、灌
溉及杂物清理等工作，为小区居住环境增颜添
彩，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下一步，城北区城管局将持续发力，强化对
物业小区环境卫生整治情况的督导检查，加大垃
圾分类、市容市貌、物业管理等条例制度的宣传
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小区物业服务品质，为居民
营造更加温馨和谐的居住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西宣）为进一步规范医疗
美容服务，打击医疗美容乱象行为，城西区卫生
健康局对辖区内美容机构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
专项治理行动，构建了安全可靠的医疗美容环
境，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

根据辖区美容行业实际情况，城西区制定
《关于开展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实施方案》，明确治理重点及步骤；组织召开医疗
美容行业专项治理会、美容美发规范经营培训
会，会上，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以案释法，用近期办
理的医疗美容行业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超范围
诊疗等案件为例，向辖区187家美容机构负责人
宣传解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美容服务办
法》等法律法规，提醒各机构加强医疗质量、医疗
安全管理，依法执业，规范经营。

为凝聚合力见成效，城西区卫生健康局联合

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以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
机构为重点，聚焦群众反映强烈、投诉举报较多
的美容机构，开展集中联合执法行动，通过完善
信息共通机制，采取明察暗访、联合突击等多种
执法方式，形成坚决打、重点打、持续打的工作局
面，确保了联合执法行动取得实效。此次行动共
出动执法人员140余人次，排查美容机构“有照
无证”信息1450条，检查医疗美容机构23家、生
活美容机构 142 家，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50
份，签订《依法执业承诺书》187份，立案查处非法
行医行为2起，共处罚金10万元。

下一步，城西区卫生健康局将继续深入推进美
容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并与医疗机构不良
行为记分、等级评审、校验等工作相衔接，逐步达到

“监管可控、模式常态、效率优化”的工作目标，切实
提高监督执法效率，引导医美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如何叫响“青海牛奶”大品牌

城北区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提升小区“颜值”

城西区专项治理规范美容行业

本报讯（记者 施翔）4月19日，城中区人社局
以“红领行动·惠企暖民”党建品牌为抓手，深化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团”职能，不断丰富就业创业
工作载体，以“党建聚合力，服务强治理”为思路，
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以服务保障高校毕业生
为核心，以线上线下同步模式，联合青海建筑职
业技术学院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进校
园“四送”活动，提升就业创业工作水平。

局长讲政策，创新“政策找人”模式。为帮助毕
业生对就业创业政策应知尽享，区人社局安排分管
就业工作的副局长进校园送政策，详细讲解高校毕
业生创业补贴等就业创业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灵
活就业、自主创业、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导师开讲座，解答就业创业困惑。邀请就业
指导专家、创业服务专家以“高校毕业生就业职
业规划”“高校毕业生创业规划”为题开展就业创
业讲座，并对高校毕业生提出的相关问题作出解
答，实现“精准式”指导，帮助高校毕业生建立科
学的职业规划，助力高校毕业生扬帆远航。

企业做宣讲，提供“送岗上门”服务。筛选辖
区内适合高校毕业生及有高校毕业生需求的青
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天合光能（青海）晶
硅有限公司，为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
进行岗位推送宣讲，以PPT形式让学生直观感受
到企业文化、职位类别、薪酬待遇等内容，为高校
毕业生提供“送岗上门”服务，搭建校企供需平
台、提供人岗精准匹配。

学生进企业，开展“职业体验”活动。组织20
余名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走进圣源地
毯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沉浸式”职业体验，近距离接
触先锋党员、纺织工人，体验生产设备，感受企业文
化，帮助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提供优质就业帮扶。

此次活动线下吸引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300余名学生参加，2家重点企业为高校毕业生
提供20余个就业岗位。线上“西宁招聘网”直播
平台吸引辖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青海工业职业
技术学校、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等 2000 余名
高校毕业生观看直播，观看量达到10511人次。

城中区：党建引领就业创业 精准服务助力发展

4月24日，西宁
市城北区19所学校
校长、教职工100余
人，齐聚沈那小学，
通过校园文化观摩、
特色项目展示、专家
讲座及交流研讨，梳
理学校实施特色项
目阶段性成果，充分
发挥区域沈那遗址
公园、西宁市博物
馆、美术馆、图书馆、
文化馆形成的教育
优势，弥补美育短
板，努力开创“以美
育人、优质特色发
展”的新局面。

闫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