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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驱动 智启未来
蒙牛集团奶业数智化转型赋能大会暨“筑嵘计划”正式启动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强关键数字
技术创新应用，并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建设”，
为落实国家战略，推动中国奶业引领世界奶业，
7月17日，在中国奶业大会召开之际，蒙牛集团
在安徽合肥召开奶业数智化转型赋能大会，围
绕规模化牧场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与牧场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正式启动“筑嵘计划”，
引领中国奶业高质量发展未来。

中国奶业协会副秘书长张智山致辞表示：
“奶业发展进程中，科技革新始终发挥着关键的
驱动作用。进入数字时代，基于数据、面向数据
和经由数据正在成为全球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的最强劲引擎。数字技术之所以能够跨越国家
边界成为全球各行各业改革的大趋势，关键原
因在于，数字技术为解决各类难题提供了新思
路、新方法、新手段。今天，在奶业数智化转型
赋能大会启动行业首创的‘筑嵘计划’，从资金、
技术、平台服务等方面，为牧场提供全方位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方案，更是行业的表率。‘不
忘强乳初心 牢记兴农使命’，不仅是蒙牛集团
的责任，更是肩负着中国奶业的期待。中国奶
业协会将不遗余力地支持蒙牛集团，支持产业
链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支持‘筑嵘计划’。 ”

蒙牛集团副总裁赵杰军表示：“2025 年，蒙
牛将携手产业链伙伴实现“再创一个新蒙牛”发
展战略，而实施奶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是蒙牛

‘136 工程’战略落地的重要内容之一。奶牛养
殖、牧场建设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特别是
近年来奶价、牛价节节攀升，饲草料等原料价格
持续高涨，高价格降低了国产乳制品的市场竞
争力，成为制约我国乳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所以更需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牧场
精细化运营能力。今天，我们启动的‘筑嵘计
划’将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设立专项
资金支持，帮助牧场伙伴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升级，我们将连续3年投入5亿多元专项资金
普惠合作牧场，助力牧场转型升级，让合作伙伴
做大做强，既要‘高数量’的增长，更要有‘高质

量’的发展。
蒙牛集团助理副总裁、集团数字科创部负责

人张决分析了未来奶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
势，她表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
术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方方面面，新兴数字与智
能技术的快速迭代，正在加速全社会数字化进
程，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主义”大变革时代已然
来临，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深刻地融入各个行业，
转型的核心在于思想的转变，只有真正理解数字
化、智能化带来的改变，才能拥抱这个时代。

大会现场，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
学家李胜利教授对十四五规划下奶业大环境及
数字化、智能化政策进行了分析，详细讲解了中
国奶业和世界奶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奶业发展

趋势进行了研判，针对牧场现代化管理以及5G
应用对产业链的赋能进行了具体的描摹规划。

蒙牛集团奶源数智化管理与行政中心负责
人、“筑嵘计划”项目经理乌日娜详细阐述了“筑
嵘计划”：“‘筑嵘计划’寓意‘共赢共创，开拓进
取；共生共长，和谐生态；共筑美好，峥嵘不凡’，
是颠覆以往传统奶业发展模式的引领牧场数智
化转型升级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将让产业链合
作伙伴与奶业发展从供应关系转向协同共生的
关系转变，共同打造一个生态系统，通过共生价
值创造成长的空间。计划分为五个阶段，1.0阶
段为物联网数据采集，让每头生物牛成为数字
牛，通过脖环、TMR精准饲喂、在位识别等技术
应用，实现对奶牛的及时干预管理；2.0 阶段为

数据孤岛连接打通，统一规划安装物联设备，全
面对接数据；3.0 阶段为牧场智慧中控大脑，实
现精准管理；4.0 阶段为智慧外脑数字医院，将
实现更多有经验的牧场专家在线指导，形成牧
场管理诊断分析模型；5.0 为人机互动智能合
约，引进区块链技术，实现人机互动，建立一站
式 3D 虚拟仿真牧场，实现全方位交互，实现动
态真实的信息交流。‘筑嵘计划’将引领牧场管
理实现思维方式的彻底革新转变。”

锦鹏咨询公司总经理、资深牧场管理专家
李冉，中博农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副经理、牧场设计总工艺师张磊，中博农畜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设计中心副经理、环保技术总
监郭东坡分别就牧场数字化、智能化管理以及
牧场提质增效且环保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解
读。中国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普惠金融事业
部总经理张国权就与蒙牛集团合作打造数字
化、智能化产品支持牧场青贮储备政策进行了
现场宣讲。

蒙牛集团作为行业领军企业，早在 2019年
就启动了“136工程”，创立了“爱养牛”、“奶牛研
究院”和“数字奶源·智慧牧场”三大平台，开始
了从牧场、工厂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数字化、
智能化布局，也给中国乳业数字化、智能化提供
了最佳实践。随着行业首创的“筑嵘计划”启
动，奶产业链将迅速实现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方
式兴农、助牧，赋能牧场养好牛，产好奶、多赚
钱。未来，蒙牛集团会让所有蓝图化为壮美现
实，让海量数据汇聚云端，成为驱动奶业发展的
澎湃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
造新辉煌，推动中国奶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升级。

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副局长白梅花；圣牧高科
总裁张家旺、圣牧高科副总裁刘高飞；现代牧业
副总裁张学、现代牧业副总裁韩春林、现代牧业
副总裁袁丽；梦得集团董事长于静以及来自政
府、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产业链合作伙伴、蒙牛
管理团队等近800人现场参会，见证了中国奶业
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一步坚实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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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频繁过境引
发公众关注。那么，怎么知道在天空中移动的
小亮点就是天和核心舱？怎样才能看到它？拿
什么器材才能拍到它？手机可以吗？针对这些
疑问，资深天文摄影爱好者王俊峰结合自己的
拍摄实践为大家解疑释惑。

天和核心舱在距地球约400千米的高空快
速飞行，90分钟左右就可以绕地球一圈，理论上
它在天空中能被看到的机会很多，但多数时候
是看不到的。

王俊峰解释说，在400千米左右的距离，肉
眼能看到的天和核心舱就是一个小亮点，白天几
乎完全看不到，只有在“凌日”的时候才能用专业
的设备观测和拍摄到；在晚上合适的时机可以在
指定的地方观测到，比较好的时段是太阳落山后
和日出前的1到3个小时，天和核心舱会在夜空
中反射太阳光，像一颗慢慢移动的“星星”。

如何在夜晚拍摄天和核心舱的“过境照”？
在王俊峰看来，不需要专业的设备，一台或多台
手机就可以轻松搞定。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是
夜间拍摄环境，光线很弱，需要用较长的曝光时

间来拍摄，同时要使用三脚架固定手机。
以国产某品牌手机为例，需要切换到“专

业”模式，然后调整参数，因为天和核心舱过境
时间较长，为最大可能地保证过境照片的连续
性，曝光时间越长越好。

“然后再调整镜头，建议选择广角镜头，视野
较大，曝光时间可以更长；因为城市晚间夜空较
亮，ISO（感光度）不宜太高，50-320比较合适；快
门速度20秒或以上；对焦选择无穷远。”王俊峰
说，设置完成后，就可以按动快门拍摄了。

“在天和核心舱过境过程中，拍完一张后要
立即按动快门拍摄第二张（可以用蓝牙耳机或
耳机线来控制），中间最好不要有间隔时间，整

个过程拍完后，会得到几张屏幕中有明显白线
的照片。把含有‘白线’的照片通过软件合成到
一张即可，这样就能得到一张完整的天和核心
舱过境照片了。”王俊峰说。

至于视频拍摄，其实也并不复杂。只需要
打开手机上的录像模式，同时点开屏幕上方的

“月亮”图标，即“超级夜景”模式，等天和核心舱
出现时录制即可。

有人可能会问，晚上那么黑，能否录制到？
“不用担心，当天和核心舱到达合适角度时，它
会很亮，再加上‘超级夜景’模式的加持，很轻松
就能录制到天和核心舱过境场面。”王俊峰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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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法国中部的圣艾尼昂市博瓦
勒野生动物园20日宣布，中国旅法大熊
猫“欢欢”再次怀孕，预产期为7月底或8
月初。

动物园发言人表示，此前对“欢欢”
的超声检查证实其腹中存在胚胎。最
新的荷尔蒙分析结果显示，预产期应该
在7月底或8月初。

动物园兽医团队说，接下来每周将
对“欢欢”进行两次超声检查。在妊娠
阶段，雌性熊猫会睡得越来越多。超声
检查的时间会很短，以便让它可以再次
快速入睡。“‘欢欢’并不任性，它是一只
完全正常、即将生产的熊猫妈妈。”

3 月底，在动物园兽医和看护人员
安排下，“欢欢”和雄性大熊猫“圆仔”尝
试交配。作为补充措施，动物园还对

“欢欢”进行了人工授精。
2012年，“欢欢”和“圆仔”从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来到博瓦勒野生动
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中法大熊猫繁育
合作计划。2017 年 8 月 4 日，“欢欢”诞
下雄性幼崽“圆梦”，“圆梦”是首只在法
国出生的大熊猫。 据新华社

中国旅法大熊猫
“欢欢”再次怀孕

上海天文馆内展出的天和号核心舱等比例模型外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