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元之所以能在一众乳企中一枝独秀，除原

奶需要检验，加工好的成品奶也要进行检验，并

保留样品。直到这批奶保质期过后2年，确认市场

反馈没有问题时，样品才被销毁。此外，三元对检

验人员有一个明确的要求：不管是初检还是复

检，每个环节的检验人员都必须亲口尝试自己检

验合格的样品。

“品质为先”是三元的初心。目前，三元专门

构建了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系统。在国家标

准规定的检测项目基础上，开展了近5000项风险

监测；充分利用产业链数据分析，确定关键控制

点，严控食品安全。在生产设备升级换代的同时，

三元始终对生产过程严格把关，比如对生产现场

严格监督检查，工艺员要负责跟踪生产等。

70多年来，北京乳业加工工艺全面升级。在

乳品加工方面，实现了从大锅蒸煮到全自动标准

化、从检验检测到在线监控、从微生物平板划线

到全基因组图谱测序、从营养成分化学滴定检验

到功效成分临床队列验证、从乳品种类数量极度

短缺到呵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的配方乳品、从在意

乳品安全到关注乳品健康。

如今，北京奶业呈现出品质持续提升、消费

持续增长、城乡差距缩小、进口需求扩大、市场竞

争加剧的态势。这其中，三元扮演了品质供给的

重要角色。为保证产品质量，三元打造了集奶源、

供应商、研发、加工、检测、配送、销售及售后服务

于一体的全程质量管理模式，以精良工艺为品质

消费护航。

北京商报：您怎么看乳业食品安全？乳业食
安包括哪些主要指标、环节、维度？

牛晨艳：食品安全是健康中国的基石。乳品
质量安全是乳业发展的生命线，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乳业也在不

断发展壮大。经历了从举步维艰、快速发展到提

质振兴的持续发展，包含着从“无”到“有”、由

“少”到“多”、从“弱”渐“强”的艰辛历程。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国只有几个小型乳品加工厂，生产

的品种主要是巴氏消毒奶和炼乳。发展到现在，

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品类外，各种风味酸奶、UHT

奶、无乳糖牛奶、婴幼儿配方奶粉、成人调制奶

粉、奶酪等国产、进口产品琳琅满目，极大丰富了

消费者的餐桌。

北京商报：在新时代，乳业食安该怎么补短
板，你有哪些意见建议？

牛晨艳：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食
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治理新政不断推出；食品

企业不断通过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产品品

质、丰富产品品种，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在新时代，乳业食安应继续推进源头严管、过程

严控、产品严测，充分建立基于风险分析的全产

业链质量标准化管理体系。

北京商报：三元保障乳业食安的举措有哪些？
牛晨艳： 三元食品依托首农食品集团乳业全

产业链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产品高质量发展，推

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建立了全风险评估与

预防管理体系，全面提升乳品质量安全管控水平。

三元质量管理部总经理牛晨艳：

乳业进入提质振兴阶段

【亲历者说】

第一个省级奶站、第一台国产奶业生产专业

设备、国内成立的第一家奶牛种公牛站、第一家

实行酸奶工业化生产的公司、首创膜过滤除菌工

艺和原奶检测的“指纹图谱”、发布迄今为止国内

最完善的“中国母乳成分数据库”……

这一系列包含“第一”“首创”等字眼的成果，

既是以三元为主体的北京乳业品质“智造”的体

现，也是顺应品质消费潮流的必要之举，更是北

京乳业贯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的生动注脚。

“科技创新是北京奶业快速发展的第一推动

力，北京奶业对中国奶业科技创新起到了引领示

范作用。”北京市奶业协会会长常毅说，北京奶业

通过“资源协同、生态协同、科技协同、服务协同、

组织协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在疏解中发

展、在协同中创新”的新阶段。

创新的基因，在三元引领北京消费者进入乳

业品质消费时代，有各种生动的体现。物流配送

的创新，让新鲜更早触达千家万户。

“构建完整的乳业食品安全体系，离不开乳

制品流通体系的创新性建设。此次疫情更加凸显

了配送环节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

比如今年为应对疫情防控需要，三元增设了

送菜业务，加码“到家”服务。这项新业务不仅适

应了市民居家防疫期间消费模式的改变，也扩大

了送奶到户的业务范围，带动了原有乳品销售的

增加。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三元在北京、天

津、河北新乐、山东潍坊、河南新乡等地建有专业

冷藏库房，配备300多辆专业冷藏运输车，每日为

3000多个销售中心和网点及时配送质量安全的

牛奶。

“我们的物流配送采用GPS车辆定位系统，

实现监控网络化操作。在24小时定位跟踪车辆运

行轨迹的基础上，同时能够监控到所有门店数量

及位置，并在车内安装温度探点，实时监控车内

温度。”三元相关负责人表示。

乳业专家宋亮认为，当前，奶业正处于产业

链一体化的竞争阶段，未来将进入资源协同配置

整合阶段，跨界融合型奶业是这一阶段塑造奶业

新业态的必经之路。而长期坚持产品初心、产业

链布局、圈层文化打造的三元，或再次踏准活力

之本、发展之源，以源源不断的创新力，以高品质

供给，满足2000多万北京人的品质消费之需。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

·老字号翻新·

三元与北京品质消费成长记

1956年
三 元 前
身——北 京
市牛奶总站
成立，开启了
我国乳品加
工业的崭新
篇章

2011年
与新华联合作
收购湖南太子
奶公司，同年，
北京三元工业
园竣工投产

1949年
老红军樊士
成牵着保障
中央驻地牛
奶供应的三
头奶牛，从西
柏坡出发，孕
育了北京奶
业的开端

2003年
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
上市

1968年
更名为北京
市牛奶公司，
承担了北京市
民牛奶供应的
主要任务

1962年
在国务院、国
家农垦局和
市政府3000
万元资金的
支持下，北京
先后建起40
个规模化奶
牛场

2008年
“三聚氰胺”事
件后， 从国务
院到各级监管
部门相继出台
了《奶业整顿
和振兴规划纲
要》《生鲜乳生
产收购管理办
法》 等十几项
政策法规

2019年
国营北京市
牛奶站(三元)
被认定为北
京老字号，是
对三元坚守
品质 70年来
取得的成绩
给予的肯定

1985年
引进新型灌
装设备，北京
市消毒牛奶
彻底告别瓶
时代

2018年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
进奶业振兴
保障乳品质量
安全的意见》

1963年 2.13万头3.11万吨

1991年 6.61万头
24.56
万吨

2018年 7.52万头
36.66
万吨

北京奶牛养殖规模

牛奶产量 奶牛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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