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园牧场马红富：守住食品安全生命线，持续扩大在西北地区乳业竞争优势

２０

年只做一件事， 牛奶。 从

２０００

年至今，马红富创建的庄园牧

场（

００２９１０．ＳＺ

，

０１５３３．ＨＫ

）扎根西北

地区乳业整整

２０

年， 实现从奶牛

养殖、乳制品生产加工到终端销售

的全产业链覆盖，先后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主板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发行股票并上市，成为中国乳

品行业首家

Ａ＋Ｈ

股上市企业和甘

肃省首家

Ａ＋Ｈ

股上市企业。

马红富在带领公司上市之后短

暂淡出管理层，将重心集中于战略

规划、行业合作等方面。 随着消费

领域诸多新趋势的出现，庄园牧场

对经营管理团队进行了调整，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马红富作为董事长重新兼

任公司总经理， 并对营销系统、牧

场系统、子公司的经营管理系统等

进行了梳理和调整， 在成立

２０

周

年之际开启新的征程。

抓住乳业爆发机遇

实现从牧场到餐桌

在中国西北地区，奶牛养殖和

牛奶消费历史悠久，甘肃省就位于

中国优质奶源带上。但马红富跨入

乳制品行业也具有偶然性：凭借河

西走廊区域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

从事了十年农副产品的贸易出口，

却因为

１９９８

年受到东南亚金融危

机冲击，从而转向当时作为营养品

市场规模正在激增的乳制品，就果

断地选择了这一个行业。

马红富首先从奶牛养殖开始，

再到牛奶加工， 生产线投产后产

量高速增长。 他认为，作为一个创

业的选择来说，当初是正确的。 公

司也创造了数百个就业岗位，并

通过支持饲草料种植加工、 运输

服务等周边产业精准扶贫承包合

同 ， 带动当地农户增收和地方经

济发展，实现了更大的社会价值。

公司第一个牛奶生产加工基

地地处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以此

为中心，在合理的配送半径内逐步

开拓市场，以确保奶源安全和产品

质量控制来确保产品品质。

“建厂初期，销售半径是很小，

交通不方便，牛奶的这种生命维护

长保质期也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技

术，当时我们定位也是很高，引进

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利乐设备生

产线，并且采取瞬时超高温杀菌工

艺，通过这种技术实现了牛奶的保

存问题。 ”马红富表示。

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从甘肃

起家，成长为区域市场乳品龙头企

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又在青

海省西宁市设立青海湖乳业，在

甘肃及青海地区有着良好的口碑、

鲜明的地方特色及较大的市场影

响力。

２０１８

年公司又完成对陕西

老品牌乳业———西安东方乳业有

限公司的收购 ， 进一步进军陕西

市场。

正是在这

２０

年牧场建设 、运

营管理的实践中，庄园牧场储备了

必备的专业人才，也一直在向专业

化、年轻化更新。 公司注重与科研

院所等专业机构合作，也注重在实

践中培养人才，在专业领域引进人

才，适应公司发展的人才梯队建设

也为公司正在推进的“金川区万头

奶牛养殖循环产业园项目”的顺利

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他还介绍，为了满足持续高质

量发展的需要，公司在质量管理体

系的认证和制度建设上始终坚持

高标准，相关程序文件涵盖原材料

采购、乳制品生产、包装、储存、运

输、售后服务等全过程，依据相关

作业流程，对流程中的每个环节均

规定了明确的作业标准、控制措施

和检验办法。 整个产品质量的保障

依靠有效实施和执行的制度体系

来实现。

加大牧场建设

奶源自给保障安全

“守住食品安全生命线， 是我

们摆在第一位的工作，这关系到企

业生存的问题，毫不含糊。”马红富

表示，公司从上到下贯彻的“产品

等于人品，质量胜似生命”的食品

安全理念，这一整套控制程序的源

头是奶源。

他指出， 中国乳业从

２０００

年

到

２００８

年高速成长， 在成长过程

中出现的质量问题说白了是上游

这一块 ， 当时主要以散养农户和

奶站的模式为主， 存在饲养技术

含量不高，劳动生产率低，生鲜乳

质量难 以保证等问 题 ， 造成了

２００８

年三聚氰胺事件， 这对整个

行业打击特别大。

２００９

年起，中国

乳制品企业之间的竞争迈入全产

业链竞争 ， 奶源控制被公认为乳

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 公司

清醒地认识到规模化的牧场将成

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由此积极推

进自有奶牛养殖牧场建设 ， 拓展

优质奶源基地。

马红富考察遍西北各地，选取

牧草丰盛、气候适宜、养殖历史悠

久的区域，以自筹资金先后投资兴

建

９

个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的

养殖牧场（其中

２

个应环保要求关

闭，

１

个正在建设中），以并购方式

增加

１

个牧场， 通过养殖奶牛，所

产原料奶全部提供给公司乳品生

产基地用以生产。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庄园

牧场

７

个正在运营中的牧场，存栏奶

牛共

１３

，

５１６

头， 实现原奶自给率超

过

６０％

， 还有

４０％

左右的外购奶源

主要来自于甘肃和宁夏的规模化和

标准化奶牛养殖牧场，按照严格的供

应商筛选标准和严格的原奶检测程

序及共赢的合作模式与外购奶源供

应商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

司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已不再收购可能存

在质量隐患的散养农户和奶站的牛

奶。 “我们公司规模化牧场产的奶，

现在每

１００

毫升奶的细菌总数控制

在

２０

万以内， 过去散养奶牛的奶检

测细菌超过

１０００

万。 ”

西北地处我国传统的牧区，土地

资源广阔，尤其甘肃河西走廊是我国

优质牧草苜蓿的主要种植基地，自古

就有 “祁连雪皑皑， 焉支草茵茵”之

说，是久负盛名的天然牧场，宜草宜

牧，确保了公司养殖牧场优质饲草的

充分供应。 公司立足这一优势，通过

引进国外先进的

ＴＭＲ

全混合日粮

饲喂机， 将奶牛精料补充料、 干草、

青贮充分搅拌混合，满足不同奶牛的

营养需要。同时公司严格进行饲料存

放管理，从源头上减少农药残留及黄

曲霉毒素

Ｍ１

。

“另外我们的生产基地也实现了

全面的升级改造，比如今年上半年竣

工的‘日加工

６００

吨液体奶改扩建项

目’投产后，生产智能化水平和生产

效率都得到有效提升，乳制品工业化

生产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技术优势得

到进一步增强，进一步保证产品质量

安全。 ”

把握新消费趋势

加速产品和渠道多元化

根据天风证券的行业研报，

Ａ

股

７

家具有代表性的乳品企业中，庄园

牧场的销售费用占比是最低的，尤其

在广告营销方面支出极低。这一方面

体现出公司本地市场稳固，消费者对

产品的认可度较高，可以凭借长期积

累的口碑来促进销售，另一方面也表

明公司未来通过营销带来增长有较

大的空间。

对于庄园牧场而言，如何在竞争

中激发市场、 如何渠道控制非常重

要。 “新的消费业态、 新营销模式出

现，消费者购买牛奶会更方便，今后

谁能抓住这个渠道，占领先机，谁就

能适应消费趋势的变化。因为消费者

就这么多， 我们已经抓在手里了，其

他家就很难再拿到。 ”马红富表示。

针对区域内销售，建立了从省城

到地级市，再到县级市，最后覆盖到

乡镇村的销售渠道网络。通过对区域

内乳制品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研究，以

消费者为导向来完善产品的配方、工

艺和设备的优化配置，使产品与当地

消费者的口味和消费习惯的融合度

较高，再加上公司产品在区域市场进

入时间早，当地消费者已经认可和习

惯公司乳制品的口味，使公司在当地

保持了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针对互联网销售， 庄园牧场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着手布局，“庄园牧场”、

“圣湖”、“东方多鲜庄园” 三个品牌

各自拥有品牌旗舰店，并拥有自己的

专业电商团队，与多家大型互联网公

司合作。尤其是在新拓展的千万级人

口的西安消费市场，公司就在今年

５

月成立电商办事处并建立分仓，通过

搭建高效的物流体系提升消费者的

线上消费满意度。

实际上， 不只是三大主力品牌，

庄园牧场还有 “永道布 ”等在内

６０

多个品种的产品，完整覆盖巴氏灭菌

乳、超高温灭菌乳、调制乳、发酵乳、

含乳饮料等各类液态乳制品。产品结

构的不断优化，同样是提高公司主营

业务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措施之一。

马红富提出“产品驱动”战略，以

国外乳品市场做参照，提出了产品优

化的方向：“现在就产品消费类型来

讲， 国外以巴氏灭菌乳和奶酪为主

体，常温乳就很少，国内的消费结构

与这正好是相反的。 ”

据悉，巴氏灭菌法处理牛奶加热

温度更低，更加有效保全了乳品的营

养价值和口感。巴氏灭菌乳的活性蛋

白含量更高，氨基酸和维生素等热敏

营养物质损失率更低，更加有利于消

费者身体健康。但巴氏灭菌乳保质期

对原奶质量要求更高，且产品需要在

低温环境下保存。 随着行业发展，中

国的大城市已经跟国际消费趋势接

近， 马红富认为这是一个发展机会，

以巴氏灭菌乳为代表的低温乳制品

接过接力棒，成为液态奶成长的新动

力。 公司作为一个城市型乳业品牌，

早在

２０１１

年起， 已陆续在兰州市场

建立了自有封闭渠道，销售公司低温

乳制品尤其是巴氏灭菌乳，旨在为最

终消费者直接供应优质冷链液态奶

产品。 例如在兰州市区内的主要社

区、 学校， 庄园牧场都设有销售点、

形象店、 自助售奶机， 还有社区会

员、送奶到户服务。 并将该封闭渠道

建设推广至西宁和西安，这就是公司

在核心渠道控制能力的体现。

“围绕着我们区域消费者， 用我

们自己的渠道， 推广我们最好的产

品。 我们在甘肃兰州、 青海西宁、陕

西西安三大省会城市有三家乳品生

产基地，且在生产基地附近都布局了

自有奶牛养殖牧场，布置了三个不同

品牌和各自的特色产品，比如今年上

半年推出的青海高原牧场纯牛奶和

牦牛乳酪酸奶就很受市场认可 。 ”

马红富还指出，公司上半年的巴氏灭

菌乳产品销量增幅较快，这与公司持

续打造区域乳企核心竞争优势，重视

自有封闭渠道建设且持续为消费者

创造价值有关。

信息化产品溯源

新研发，再出发

长期以来，庄园牧场凭借“安全、

新鲜” 的产品品质获得消费者认可，

在区域市场保持龙头地位。 近年来，

全国性的乳企凭借规模优势陆续在

甘肃、 青海、 宁夏设立奶源基地，本

地中小乳企也有部分被其他上市乳

企兼并收购，西北乳业格局在进一步

变化中。

“我今年重新开始主持经营工

作，特别提出来如何利用西北地处黄

金奶源带得天独厚的养殖环境来巩

固我们奶牛养殖的核心竞争力，我想

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一是企业牧场

信息化建设， 二是加快牧场建设投

资， 三是提升牧场经营管理效率。 ”

马红富表示。

为此， 庄园牧场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成立了庄园研究院，旨在致力于西北

地区奶牛养殖和优质乳品领域的技

术创新、产品研发和合作转化。 同时

以兰州大学草科院、反刍动物研究所

作为主要技术依托单位，联合中国农

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

所等共同开展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

司牧场养殖和乳品技术方面的科技

攻关 、产品研发、成本优化 、成果转

化等活动， 同时加强高端人才引进，

引进全职博士

１

名 ， 硕士研究生

３

名， 本科

５

名， 持证执业兽医

３

名，

外聘博士顾问

１

名，进一步加强技术

研发和科研能力。

在牧场信息化方面，公司各个下

属牧场都已实现所有奶源可追溯 ，

并且正在抓紧上线信息化管理平

台， 由人工数据采集为主转向全面

的自动化， 实现所有牛奶产品可溯

源。 “这个信息化平台上线之后，我

们可以实现数据实时抓取、调阅，给

每一头牛的产量、 成本做连续的对

比分析。 同时也能实现跟其他乳企

的牧场、和同行的信息做对比，就更

加便捷了。 ”

在管理方面， 同样以新技术实现

突破。据庄园牧场马红富介绍，例如公

司牧场饲料管理以前主要靠经验，主

要通过抓现场管理来提升效率。 现在

奶牛的营养方案和

ＳＯＰ

这方面由庄园

研究院进行精细化制定， 因为牛饲料

中十几种成分需要合理的配比， 这需

要很高的专业水平， 牧场管理者可以

将更多的工作重心放到现场管理和内

外部沟通协调， 技术方面只需要严格

按照研究院要求做好执行。

“我们这两年加大在上游养殖牧

场的投入，正好现在转化成优势，未来

将持续发挥效益。 通过提高奶牛养殖

技术，成本还会越来越领先，这也将成

为公司体现自有奶源价值的重要方

面。 ”马红富表示。

而在绩效管理上， 公司也设计形

成了一套符合公司文化的激励机制，

马红富将其称作 “绩效考核责任状”，

涉及诸多经营指标， 对公司管理层实

施三层技能机制，调动工作积极性、主

动性。 据了解，公司

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降

成本、降费用的“双降政策”，通过提高

管理效率来进一步提高效益。

乳制品工业是重要的民生工业，

系国家政策扶持类产业国家高度重

视奶业振兴工作，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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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

奶业的战略定位， 对加强优质奶源

基地建设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

２０１９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 ”工作的若

干意见》（中央

１

号文件）提出“实施

奶业振兴行动 、 加强优质奶源基地

建设”。 加快推进国家奶业振兴意见

落实 ， 国家将进一步加大奶业发展

的政策支持力度 ， 推动奶业做强做

优。 消费者健康意识的崛起，使得低

温乳制品更高的营养价值被逐渐形

成共识 ， 尤其在后疫情时代优质乳

蛋白的革命将持续优化乳制品产品

结构 。 “我们持续优化奶源布局 、产

品规划、 技术研发和渠道建设依托

优势奶源和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 ，

实现了 整个 产业链的 全 程 安 全 可

控 。 同时也在积极探讨如何及用什

么方式走出去 ， 现在我们更明确了

怎么做， 接下来会围绕为消费者创

造更多价值做更多尝试工作。 ”

２０

年， 陪伴几代人茁壮成长，庄

园牧场创业中的点点滴滴都是那份

初心的坚守与传承。 站在

２０

周年的

新台阶上，面对大消费大健康产业新

格局、新机遇、新挑战，马红富将带领

庄园牧场不断提升的管理团队，坚定

信心以更扎实的业绩回馈股东，以更

优质的产品回馈消费者，继续为世人

提供自然的美味幸福的滋味，并反哺

地方，反哺社会，反哺这个时代。

(CIS)

交控科技：净利增长1.7倍，在手订单确保未来高成长

８

月

１４

日，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交控科技”，

６８８０１５．ＳＨ

）发

布

２０２０

年度中期喜人业绩报告，

１~６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３９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３１．４８％

；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０．８７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高达

１７０．１２％

；基本每股收

益

０．５５

元，较上年增长

１０３．７０％

。

值得市场关注的是 ， 在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受疫情和洪灾影响 ，城

轨招标进 度低 于预 期的大背景

下 ， 交控科技中标

３

个地铁信号

系统项目 ，

１

个重载铁路项目 ，含

其他项目总计新增项目中标总金

额

１１．８２

亿元，接近同期营收

２

倍

金额 ， 并完成新增合同签订金额

１２．０３

亿元。 国海证券表示 ，目前

公司在手订单依然维持高位，且

预计下半年城轨系统招标进度或

加速， 看好公司在城轨信号系统

稳固的龙头地位。

作 为 国 内 第 一 家 掌 握 自 主

ＣＢＴＣ

信号系统核心技术、打破国外

企业在该领域垄断的高科技公司，

交控科技上市首日开盘大涨

１５２％

，

其二级市场股价及业绩表现颇受市

场关注， 此次公司向资本市场递交

的第一份中报答卷较为亮眼， 且从

在手订单情况及下半年市场预期来

看，未来发展可期。

稳抓业绩控费增效

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从营收分产品来看，

２０２０

年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收

７．３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１．４８％

；其中，信号系统总承包业务

营收

７．０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６％

；零星

销售及维保维护服务业务表现亮丽，

虽基数不高但增幅较大， 同比增长分

别高达

６４７％

及

３２０１％

。 此外，

１~６

月

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０．８７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１７０．１２％

， 大幅超过营收

增长，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受益于管理优化及降费增效，交

控科技费用率明显下降，利润率大幅

提升。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公司销售毛利率

为

３０．５５％

， 较去年同期提升

１．２２

个

百分点；相比毛利率，公司净利率表

现更为抢眼，同比提升幅度高达

６．７５

个百分点至

１１．６３％

。 此外，公司期间

费用率为

１７．７３％

， 较去年下降

５．５２

个百分点，其中管理费用率为

８．４３％

，

下降

２．０７

个百分点，销售费用率及财

务费用则分别下降

２．２７

及

２．０４

个百

分点。

在稳抓业绩、 控费增效的同时，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底， 公司还完成了

２０２０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

２１

名高

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及核心业务

骨干实施

１６６．４９

万股股权激励，授予价

格为

１６．１８

元

／

股；明确了业绩考核指标，

实现了核心人员利益充分绑定。 员工激

励的完善有望进一步稳定和激励核心团

队，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有效机制。

在手订单助力未来高增长

海外布局拓展新领域

受疫情影响，

２０２０

年经济增长承

压，逆周期调节有望发力，“新基建”成为

拉动投资扩大需求的方向，“城际高速铁

路和轨道交通”是“新基建”七大领域之

一。 交通强国战略和“新基建”将有力支

撑交通基础设施的中长期建设， 并推动

轨交向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今年以来，交控科技共中

标

３

个地铁信号系统项目 （均为

ＦＡＯ

项目），

１

个重载铁路项目，含其他项目

总计新增项目中标总金额

１１．８２

亿元。

公司完成新增合同签订总金额

１２．０３

亿元， 其中信号系统工程项目新增合

同签订总金额

１０．５１

亿元，包含北京昌

平线南延、深圳

１４

号线、北京

１１

号线

等一线城市配套交通设施重点项目，

有力证明了公司产品的系统稳定性、

安全性、 可靠性及工程应用能力。 此

外， 公司在维保维护服务等业务市场

开拓方面不断斩获新订单， 报告期内

新签订维保维护服务合同金额共计

１．３７

亿元。

整体来看， 轨交行业景气度仍然较

高， 交控科技作为国内城轨信号系统龙

头厂商， 有望首先受益于行业规模的提

升，迎来新一轮的加速发展。

目前， 公司正在积极调整经营规

划， 开始在国际市场及轨道交通其它

领域进行应用推广和布局， 公司在信

号系统的基础上， 已将业务范围延伸

至城轨云系统、

ＴＩＤＳ

系统。新市场及新

业务的拓展将支撑公司经营业绩持续

稳健增长。

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创新

国家工程实验室成功验收

随着城轨交通建设的持续推进，

在信号系统领域， 针对如何保障行车

安全和效率，解决可靠性、可用性、可

维护性等持续改进能力不足， 智能化

程度不高等问题的要求日趋强烈，持

续创新能力将成为轨道交通行业的主

要门槛。

交控科技多年来深耕轨道交通领

域，不仅成为了行业技术引领者，还形成

了“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体系及多层次

的研发机制， 在持续创新能力方面具备

显著优势。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公司累计研发投入

资金

５

，

２３９．４４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９．６５％

； 研发费用在营收中的占比高达

７．０９％

，较去年同期提升

０．８６

个百分点。

公司研发人员

３２６

人， 数量占公司总人

数的比例达到

１８．９８％

。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公司新获授权专利

４０

个，其中发明专利

２７

个（含国外授

权发明专利

４

个）， 实用新型专利

１３

个； 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７５

个。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公司参与的“基于不同信

号制式的轨道交通无感改造成套装备

研究与应用” 项目荣获中国城市轨道

交通协会 “城市轨道交通科技进步奖

特等奖”。

值得市场关注的是，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由交控科技牵头承担的“城市轨道交

通列车通信与运行控制国家工程实验

室”，历经

４

年呕心建设，顺利通过北京

发改委组织的专家组验收。

参会专家认为， 项目突破了多项

制约城轨列控自主化创新的“卡脖子”

关键技术，搭建了六大平台，研发了技

术先进的集约型

ＣＢＴＣ

、 互联互通

ＣＢＴＣ

、 全自动运行等三大核心系统，

成功构建面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列

控系统代际体系，具有开创性、示范性

和引领性。

从三大核心系统来看， 多次实现从

０

到

１

的飞跃发展， 体现自主创新实力。 在

ＣＢＴＣ

技术方面， 攻克纵向兼容的车载安

全控制系统的成套技术，填补行业的空白，

同时实现资源优化，降低列车牵引能耗，现

已在

５０

多条线路上进行了工程化应用。

在互联互通技术方面， 国际上首次

成功攻克互联互通系统的世界性难题，

首次编制完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互联互通系统系列标准， 填补了我国该

领域的空白， 形成了中国标准的

ＣＢＴＣ

互联互通产业链， 并首次成功应用在重

庆互联互通国家示范工程。

在全自动运行技术方面， 首次自主

研发了列车无人驾驶技术， 创建了中国

版

ＦＡＯ

技术体系，填补了国内

ＦＡＯ

自主

技术空白， 并首次成功应用于北京地铁

燕房线全自动运行系统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工程， 成为国内全自动运行线路建设

的标杆。

当前我国正处于交通强国建设的关

键时期，未来，交控科技将通过国家工

程实验室， 继续坚持自主创新技术路

线，大力应用革命性技术成果并与城轨

交通深度融合，加快城轨交通由高速发

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强力助推交通强

国建设。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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