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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10吨
高品质鲜奶

“你尝尝咱阜新的碱锅鲜奶，都
是当天出产的，看看跟你平日喝的有
什么不同？”11月27日晚上9点多，在
阜新市妇联楼下的碱锅鲜奶店，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务欢池镇碱锅村党支
部副书记、碱锅奶牛养殖合作社理事
长张桂贤递过一杯冒着热气的牛奶
给记者品尝。

“口感稀薄，乳香清淡，这味道真
的特别香甜。”一口鲜奶喝下去，记者
由衷地说。“真正的好鲜奶，都是稀
的。”张桂贤告诉记者，当她深入到这
一行里，才懂得好品质的牛奶是什么
样的。

在采访中，张桂贤要时不时地看
手机，用微信与对方沟通。她说，这
些都是客户，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客
户，因为每天出产 10 吨鲜奶，除了供
给奶企业，还要剩下很多，需要自己
找销路。“现在牛奶的大环境不太好，
奶企业对鲜奶的质量要求很高，需求
又有限，我每天都在为销售剩下的鲜
奶而发愁。”张桂贤说，碱锅鲜奶品质
上乘，浪费掉真是太可惜了。

张桂贤告诉记者，自从碱锅鲜奶
店开业后，市县各级领导都在帮助她
销售碱锅鲜奶这一地工品牌产品，目
前碱锅鲜奶已经进入市里多家单位
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31家机关单位，
但鲜奶依然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在鲜奶店里，记者还看到酸奶、
奶酪、奶豆腐等，还有牛奶蛋糕、面
包、曲奇饼干等烘焙类产品，这些产
品的主要原料都是碱锅鲜奶。

牛奶人人都需要，尤其是老人和
孩子，张桂贤的目标就是让阜新人都
能喝上本土品牌的放心的鲜牛奶。
碱锅鲜奶属于巴氏鲜牛奶，市面上的
牛奶主要有常温奶和巴氏鲜奶两种
工艺生产的纯牛奶。常温奶采用超
高温灭菌法，以达到商业无菌的要
求，在常温条件下最长可保存6个月，
其高温工艺导致原奶活性成分和其
他营养遭受极大损害。而巴氏鲜奶，
采用巴氏杀菌工艺，在保证饮用安全
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奶独有的
营养与风味。“打个比方，如果常温奶
是罐头水果，巴氏鲜奶就是果园里刚
采摘的新鲜水果。”张桂贤解释。

就想让村民
过上好日子

张桂贤是地道的碱锅村人，昔日
的碱锅村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土地
少，自然环境恶劣，很多年轻人不得
不外出打工。而现在的碱锅村，村道
硬化宽敞，环境优美宜人，村民户户
都有小轿车。奶牛养殖已经成为本
村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碱锅村
的蜕变，很大程度上更得益于碱锅奶
牛专业合作社的带动。

张桂贤原本是村办幼儿园的一
名乡村教师，当她看到人们对健康
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强，可全镇还没
有一家奶牛场时，便萌生了养奶牛
的想法。2000 年，张桂贤和丈夫以
两头奶牛起家，开始了创业。2 年
后，她家的奶牛已有 17 头，她买了
一台奶罐车，为奶企业送奶。张桂
贤家的牛奶供不应求，成为声名远播
的养牛专业户。

在张桂贤的带动下，村里人也纷
纷养奶牛。在碱锅村采访时，记者听
到很多故事。一位村民家养了一头
奶牛，因为养不好，就想把牛杀掉卖
钱，家里人找来张桂贤劝说。这位村
民对张桂贤说，养牛还得买饲料、防
疫、配种，不赚钱还浪费人力，那还养
牛干啥？村民的话让张桂贤陷入了
思考。而就在此前，镇上妇联的干部
就劝张桂贤办奶牛合作社，带着村民
养牛一同致富。在上级组织的帮助
下，张桂贤成立起奶牛专业合作社，
村民把自家的牛都赶到这里，由张桂
贤统一管理、经营，确保牛奶新鲜优
质，供应稳定。很快，入社农民就达
到上百人。

碱锅村有位60多岁的杨姓村民，
因为女儿患病需要照料，家中经济十
分拮据，张桂贤就用专项扶贫资金为
他购买奶牛放到养殖场饲养，每年都
能分得2000余元红利，再加上妇联扶
持资金，他家年增收1万余元，彻底摆
脱贫困。还有位张姓村民，老伴长年
生病卧床，张桂贤优先安排她在奶牛
养殖合作社上班，不但每月挣到3000
余元工资，还能悉心照顾家庭，从而
杜绝因病返贫。

为把乡亲们共同的事业做好，张
桂贤抵押个人房产，帮合作社妇女贷
款100万元；远赴澳大利亚引进种牛，
刻苦钻研养殖技术，将有机肥深加
工、青储饲料窖藏、农牧一体化等项
目搞得有声有色。如今，一座占地 3
万平方米的标准化牛场矗立在碱锅
村的青山绿水间，日产鲜奶达 10 吨，
成为阜新市最大的原奶供应商之
一。张桂贤说，她苦点累点都愿意，
只要村民都能过上好日子。

让阜新人
都喝到本土的放心奶

凌晨三点半，张桂贤准时起床来
到合作社，穿上灰色工作服、脚踏黄
胶靴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牛犊舍、育
成舍……她仔细巡视着牛场的每一
处。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张桂贤已
经坚持了 15 年。“为啥我们的牛奶好
喝？因为我们的牛吃得好、睡得好，
我们的牛吃的是全株青储，进口压片
豆粕棉籽，每天睡卧床。每头牛一天
要吃掉83元钱。”张桂贤告诉记者，牛
奶挤到奶罐里后，合作社自己还要进
行30多种指标的检验。

“放心奶”三个字不是简单地说
说。有一次，因为合作社工作人员的
失误，将生了病的奶牛产的奶一同挤
到了奶罐里，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一
罐奶就成了问题奶，不能再销售了，
而当时这一罐奶就是7吨！当张桂贤
打开阀门，将问题奶排入下水道的时
候，心都在滴血。可是没办法，问题
奶绝对不能流出合作社，严把质量关
是她的原则，也是她向上级组织做出
的保证。

张桂贤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
阜新人了解碱锅鲜奶，喝到放心的牛
奶？所以她求助本地的媒体，希望能
够借助媒体的力量让家乡人都知道

“碱锅”这一品牌，都能喝上本地出产
的放心奶。

为了拓宽合作社的发展之路，张
桂贤还有一个构想。她说，现在奶牛
养殖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她不但
要引领更多的村民致富，还要逐步加
大投入，创建绿色的山、水、草、牛、奶
观光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原生
态奶场，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民以食为天。餐桌
上的一杯牛奶，已经成为
百姓日常最熟悉的饮食
习惯，而“鲜”则是人们对
奶制品的期盼。什么样
的牛奶最鲜？当然是咱
阜新本土生产的牛奶最
鲜了。在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务欢池镇有个碱锅
村，这里环境整洁，风景
优美，碱锅水库更是吸引
着 都 市 人 来 这 里 自 驾
游。而在碱锅水库旁边，
就是阜新本土品牌碱锅
牛奶的出产地。现如今，
碱锅牛奶正面临着“打
市场”的销售难题。

“艺”彩书锦绣
“龙”腾绘阜新

12 月 3 日 ，“ 艺 ”彩 书 锦 绣
“龙”腾绘阜新“大美阜新”第三届民
间艺术作品展在阜新市图书馆二楼
展出。本次活动由阜新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阜新市文联民间文
艺家协会、新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新邱区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
展出时间至 12月 10日，喜欢民间艺
术的朋友可以去观展。

本次共展出了50多位民间艺术
家的作品，民间艺术作品有 30 多个
品类，除了我们常见的剪纸、布艺、
葫芦雕刻、木刻、面塑、泥塑、蒙古勒
津服饰，还有掐丝珐琅画、宣纸烙
画、扎刻、香道、毛猴制作、瓷刻、农
民画、胡琴、核雕、皮雕等，给我们展
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文化深厚的民
俗民间艺术图景。

95%站点
网上地图可查

日前，市总工会在海州区总
工会站前街道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最美工会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揭牌仪
式。至此，我市已有5家“国字号”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15 家省级
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2016 年，我市启动“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建设，采取与临街交
通便利的公共场所共建的形式，
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环卫工
人、交警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容易
找到、就近就便的服务站点。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工会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342 个，95%以
上的站点实现了百度、高德地图
可查，基本实现 1 公里服务半径、
15 分钟步行可达，成功打造站点

“15 分钟服务圈”，累计服务户外
劳动者近100万人次。

《辽宁省中医药条例》
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日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辽宁省中
医药条例》，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条例立足于为人民群众提供
公平、可及、满意的中医药服务，共
8 章 61 条，从规范、保护、促进、鼓
励四个维度，全面系统地规范了中
医药服务、中药保护与产业发展、
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中医药人才培
养等内容。

在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方面，
条例规定省、市、县政府应当将中
医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医疗机构设
置规划，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支持中医重
点专科建设，合理布局中医重点专
科资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要按照有关规定提供中医
康复服务。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条
例在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中的
精华精髓、加快推进中医药科研和
创新、推动中医药开放发展等方面
作出相关规定，大力促进中医药传
承与创新发展。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
才。条例提出要加强中医药人才
队伍建设，临床医学类专业应当将
中医课程列入必修课，建立健全符
合中医药特点的中医医师规范化
培训制度，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规
律和岗位特点的中医药人才分类
评价体系、绩效考核体系，稳定和
发展中医药专业技术队伍。

据介绍，随着条例的实施，省
卫生健康委将持续聚焦重点专科
（学科）建设、诊疗服务、促进医疗
质量提升等方面，加大监管力度，
完善配套相关制度，全面提升基层
中医药在治未病、医疗、康复、公共
卫生、健康宣教等领域的服务能
力，不断提供令人民群众满意的中
医药服务。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