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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晨报

奶源地苍蝇蚊虫到处飞，臭味弥漫，水源被污染

现代牧业污染触目惊心

为我国最大的原料奶供应商，七成原料奶供应蒙牛

核

心

提

示

安徽省马鞍山丹阳镇中心东北方向约

5 公里处， 是现代牧业总部所在地马鞍山

牧场。 记者在牧场内看到标语：“保护环境

是建设牧场的基本原则。 ”采访过程中，现

代牧业董事长邓九强也强调，食品安全、奶

牛防疫、保护环境，是公司重点中的重点。

但事实上， 现代牧业的环境污染问题一直

备受诟病。

孙志杰家在牧场几百米之外的山河

村。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多赚些钱，到其

他地方买套房子。“我的孩子现在两岁，这

里的污染太严重了，夏天到处都是苍蝇、蚊

虫，孩子被叮咬后经常生病。 ”

记者刚到牧场周围， 便闻到熏人的臭

气， 牛粪更是随处可见。 现代牧业总裁办

公室的王惠向记者介绍， 奶牛的粪便会用

固液分离机进行分离， 固态晾晒后， 作为

奶牛的卧床。 而作为有机肥料的沼液则通

过液体车倾倒在周围的田地里， 进行还

田。

对于现代牧业来说， 这是一件惠民的

好事，但当地的村民并不这样认为，到处排

放的牛粪不仅严重污染了水源和环境，更

使村民有田不能种。

记者在牧场周围看到，沟渠、河道里充

满了发绿的牛粪。孙志杰介绍，水源基本上

都被污染了。“下雨时，牛粪顺着水流到水

库。 现在家里的饮水都是在外面买的纯净

水。 自来水不敢吃， 只是用来洗衣服、拖

地。 ”乱倒的牛粪沼液，使有些农田长满了

杂草，最终庄稼都不能种了。

在牧场的一角， 一处约两米深的坑中

躺着 3头死牛，坑外也存放着 3头死牛。当

地村民介绍，这些牛都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正等着集中掩埋。按照国家标准，死牛必须

用石灰进行深埋， 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设

特定处理场所。 对此， 邓九强也向记者坦

承：“我不好说我们的员工百分之百做到

位，但是我们有这个要求，起码我们想把它

做好。 ”

面对记者提出的环境污染问题， 邓九

强对记者说：“味道是村民的味道大还是牧

场的味道大， 是他们的苍蝇多还是我们的

苍蝇多？牧场有多大味道，你可以去肥东牧

场看一看，夏天是不是苍蝇乱飞？ ”

“美国驻上海、 广州领事馆的领事和

参赞都来过好几次， 夸赞我们说， 像现代

牧业这样水平的牧场在美国都找不到。 你

可以去黑龙江的双城， 或者河北的唐山，

看看传统的养牛到底是什么样的。”邓九强

说。

他认为， 在环境问题上不可能做到无

懈可击。但是，在过去传统养牛模式的基础

上，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环境保护，现代

牧业都作出了非常大的改善， 不亚于国外

牧场。

“如果很多村民都这么说， 我们就搬

家。 我们的牧场环境是有监测的。 ”邓九强

如此说。但据了解，现代牧业在全国各处的

牧场环境污染问题屡屡被媒体曝光。

三聚氰胺之后， 各奶业巨头纷纷加入

万头牧场的建设行列， 悄然之间，“万头牧

场”的阵容愈发强大。现代牧业成为了其中

典型代表。

截至目前， 现代牧业已建成运营的万

头牧场 16 个， 在建牧场 4 个， 拟建牧场

10 个， 为我国最大的乳牛畜牧公司和原

料奶生产商。

事实上， 大多数专家并不反对规模化

生产。 分散的奶农、 小规模牧场的饲养方

式， 导致交叉感染比较多。 而规模化、 集

约化的生产对安全问题更可控， 或较好地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这也是从三聚氰胺事

件中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集约化、 规模化

生产， 才能解决好中国乳业的问题。

但规模到底应该多大， 是个值得商榷

的问题。 万头牧场究竟是不是牧业发展的

合适之道，还是一场作秀？

西部乳业秘书长魏荣禄认为， 中国不

适合搞万头牧场，太超前，在污染、防疫、疾

病等方面很难做到有效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牧场，并看不到

想象中的绿油油的草地， 也看不到奶牛悠

闲地甩着尾巴在草原上自由行走。 现代牧

业总裁办公室的王惠告诉记者， 奶牛每天

从棚舍到挤奶厅待挤的过程就是活动时

间，其他时间只能待在牛舍里。

一位乳业专家批评，养牛不是流水线，

奶牛是独立的个体，它需要活动的空间。中

国的牧场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牧场，准

确地概括是养殖场。

其实， 业内专家对万头牧场

的反对声也不绝于耳。 在 2011 年

的第二届中国奶业大会上，一位发

改委官员就表示：“规模化养殖，

值得支持， 但是需要适度， 万头

牧场是作秀。”

国家对养殖业的发展有一定

的补贴政策。 邓九强也介绍， 国

家对规模化、 养殖设施化进行补

贴， 对奶农用地进行优先审批等。

中央政策是一头好的奶牛补贴

1500 元等。 2011 年， 现代牧

业从国家获得补偿四五千万

元。

因此，有人认为，不排除一

提到现代牧业，很难不让人想到蒙

牛。现代牧业的发展轨迹与蒙牛相伴相

随，但两者渐行渐远。

2005 年 9 月，领先牧业（现代牧业

前身）在马鞍山注册成立。 股权结构为

邓源（邓九强女儿）25%、高丽娜 15%、蒙

牛（马鞍山）10%，其余 50%的股权分散

在 11位个人股东中。目前，至少有十位

个人股东曾任职于蒙牛。

现代牧业背后更有牛根生的影子。

2008 年邓九强接手现代牧业后， 接连

引入 KKR、鼎晖投资及 Brightmoon 的

四轮股权融资。 其中 Brightmoon 属于

恒鑫信托公司。 恒鑫信托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是一家慈善信托公司，该

公司的财产授予人为牛根生。

邓九强介绍，现代牧业当初成立的

目的并不是一定要为蒙牛提供奶源，是

要解决中国的奶源安全问题。“现代牧

业和蒙牛只是上下游，两家是非常独立

的企业。 ”

但至少，现代牧业成立之初，是打

着蒙牛的招牌，利用蒙牛的知名度为自

己开路。当记者在丹阳镇询问现代牧业

时，当地村民第一反应是“蒙牛牧业”。

后来村民介绍， 当初现代牧业落成之

时， 公司牌子上写的是“蒙牛现代牧

业”， 在 2009 年左右才将名字改为了

“现代牧业”。

邓九强向记者解释， 在乳业中，只

要和蒙牛有关的，都会在名称前挂上蒙

牛两字，但实际上与蒙牛没有任何产权

关系，只是上下游的关系。 后来因为要

上市， 再加上已经不是蒙牛的专用牧

场，七成供蒙牛，三成供给其

他乳企， 所以把蒙牛两字去

掉。

一直以来，外界对现代牧

业的评价是“神秘”、“低调”。

直到上市之时，外界从招股书

中才对这家企业略知一二。从

招股书中可知，现代牧业与蒙

牛有着相似的创始团队。因此

外界认为，现代牧业极有可能

会复制另外一个蒙牛。事实证

明，现代牧业的发展模式与思

路和蒙牛极为相似。

不过， 邓九强极力否认。

“从奶的理念上，完全不一样。

蒙牛是加工业，我们是农业养

殖业。 ”

“哪个企业没出过问题”

“致癌门”权威结果出来之前， 一

切奶源都成为外界怀疑的对象 。

“‘致癌门’ 事件出在奶源上， 对奶源

质疑我认为很正常。 但是， 每个牧场

都没有设独立的奶源检测系统， 包括

中国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 牧场自身

不做牛奶检测， 均由采购方进行抽

检， 这是全世界通行的规则。 ”邓九强

向记者介绍。

奶源检测设备昂贵， 小牧场不具

备检测条件。 因此接收方对其进行检

测， 并根据相关标准给牛奶进行定价

与定级。 只有当供应商对抽检结果产

生疑问时， 才会引入独立第三方进行

再次检测。

邓九强告诉记者， 2011 年 10 月

国家公布了牛奶标准， 现代牧业也正

在尝试建立自己独立的牛奶全项指标

检测体系， 投资接近 2000 万元， 这

样的设备在全世界的奶户中基本没

有。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 邓九强不

禁感叹在中国做企业难。“我不能说黄

曲霉素不是问题， 也不能说不是严重

问题。 但是它没有出厂，也没有造成严

重后果。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任何好的

企业是不是都没有出过问题？ ”邓九强

举例说明，“可口可乐与麦当劳在美国

都发生过问题， 但并没有很多人骂

它。 ”

“我们养牛很辛苦，出问题很多人

来指责。 我对自己非常失望，做了那么

多努力，一片质疑，一片反对。 苍蝇乱

飞，污染水源，现代牧业不盈利，让那

些能做企业的人去做吧。 ”言语中，邓

九强难掩其中不满。

令他疑惑的是， 外国人高度赞扬

的现代牧业为什么得不到中国人自己

的认可。“最近压力蛮大的，我真的不

想做了。 我已经起草好了辞职报告，我

想彻底退下来。 让市场淡忘邓九强，好

事坏事都与我无关。 ”邓九强如此告诉

记者。

面对是否认为外界缺乏对企业的

宽容， 邓九强说：“社会没问题， 媒体

也没问题， 只是公众对企业的要求太

高， 我这样的素质不具备企业家的条

件。 我要退下来， 回家静静地拉二

胡。 ”

采访过程中，邓九强不停地感慨，

在中国做企业太难了。“作为企业家应

该严格要求自己，把企业做得更好。 但

是同时， 也应该看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无法使你做到最好。 ”

（据《时代周报》）

中国适合建“万头牧场”吗？

村民称牧场周围环境污染严重

负责人称现代牧业不亚于国外牧场

些牧场把“万头规模”作为宣传口号，其

实就是幌子，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的支

持。 即使经营亏本了，政府每年也会补

偿几千万元。 建立牧场，不仅仅是为了

养牛， 更是被其背后的土地私有化、租

赁化的利益所诱惑。

事实上，万头牧场所带来的环境问

题已经凸显出来。

沟渠、河道里充满了发绿的牛粪，水源基本被污染。 夏季时，周

围到处弥漫熏天的臭味。苍蝇蚊虫到处飞，牛叫声更是此起彼伏。这

便是现代牧场周遭的真实写照。

如今蒙牛因为“致癌奶”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供应给其 7

成牛奶的供应商现代牧业也脱不了干系，现代牧业的环境问题更是

其绕不过去的坎儿。 三聚氰胺之后，各奶业巨头纷纷加入万头牧场

的建设行列，现代牧业成为了其中典型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

牧场，非但看不到想象中的绿油油的草地，其带来的环境问题却已

凸显出来。 此外， 即使经营亏本了， 政府每年也会补偿几千万元。

2 0 1 1 年，现代牧业共从国家获得补偿四五千万元，所以不排除一些

牧场把“万头规模”作为宣传口号，来获得政府的支持。

牛根生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