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品质量安全与否，取决于
乳品从牧草到奶源再到加工的全
链条安全。蒙牛从监督奶牛摄入
的饲草料、水源开始，全程层层把
关，确保产品在链条每个环节的
安全。

据介绍，蒙牛建立集团-事业
部-工厂三级质量安全管理架构，
打造了从牧场到工厂的全链条追
溯管理。此外，蒙牛还建立了严

格的质量准入评审机制，对产业链
上下游质量管理开展全面、严格
的评审与监督，如：原辅料（含原
奶）供应商、新工厂（新产线）、新
设备、新经销商及流通环节，只有
通过蒙牛专业的评审团队评审
达标合格后，方可开始合作或投
入使用。

目前，蒙牛在全国建有 34
个实验室，拥有先进的检验设备，

致力于各个生产制造工厂的全链
条检测业务，开展检验项目 500
余项，其中 100多项参加了英国
FAPAS、新西兰AsureQuality、瑞士
SGS、法国 Invivo及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检测机构组织
的能力验证。“作为一家食品企业,
作为一群乳业工作者，尽全力保障
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就是最大的
正直。”蒙牛总裁卢敏放说。

“质量正直”蒙牛2020半年报以质取胜
近日，蒙牛乳业（2319.

HK）发布2020年中期业绩公
告。据披露，2020年上半年
蒙牛实现销售收入375.3亿
元，归母净利润12.1亿元，可
比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4%。

业绩强劲复苏的背后，
是蒙牛对品质的坚持。自成
立以来，对品质的不懈追求
推动蒙牛发展壮大，帮助蒙
牛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信
赖。蒙牛通过质量文化建设
浪潮，将“质量正直”理念深
深扎根于各业务和职能部
门。逆势实现增长，蒙牛依
靠的是“以质取胜”。李冬生

质量正直，实现采供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
“奶以安为要”“没有质量，一

切都是负数”“产品等于人品、质
量就是生命”，这些是蒙牛创立之
初便立下的初心和使命。

围绕建立卓越的质量管理体
系，蒙牛以系统化的视角对全
员、全过程、全产业链进行管理，
以严谨的标准指导产品在终端
的合规性表现。2020年上半年，
蒙牛生乳、乳制品抽查合格率均

为100%。
通过开展“打造质量安全管

理体系 3.0”项目，蒙牛实现采供
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不仅针对
采供全生命周期的准入、使用、改
善及优化四个环节梳理出 26个
关键质量管理活动，更在此基础
上制定质量管理活动要素、相关
制度及标准，进一步夯实了质量
管理活动的制度基础。

另外，蒙牛还在集团内部下
发《食品安全评审管理方案》，新
增《食品安全设备配置管理》《新
工厂（生产线）准入管理制度》等
制度规范，不断完善制度管理体
系。同时积极通过第三方开展质
量、食品安全等管理体系认证。
目前，蒙牛通过 ISO9001体系认
证的工厂数量共 64个，申请认证
通过率达100%。

优质奶源，打造负责任的乳业产业链
奶源是乳业的源头，是乳品品

质的根本保障。通过向前延展产业
链条，蒙牛不断加强奶源管理，持续
提升牧场的质量管理水平。为此，
蒙牛制定明确的牧场管理质量标
准，推动奶牛福利、数字奶源平台建
设，打造负责任的乳业产业链。

在牧场管理方面，蒙牛结合
ISO9000体系构建的《牧场质量

安全管理体系》，包括种植管理、
牧场建设、奶牛饲养、牛奶生产、
牛奶贮存、牛奶运输、采购管理、
监视改进 8个维度 92个模块，覆
盖牧场管理全过程和全要素，可
提升牧场自主管理能力。

在技术方面，蒙牛对标先进
牧场技术标准、参考专家意见，设
立《蒙牛奶源牧场标准化操作规

程（SOP）》《牧场运营技术指导手
册》，并率先推行奶牛福利工作，
发布《奶牛福利管理制度》。

蒙牛以创新为驱动力，推动
牧场数字奶源平台管理，提高资
源与能源的使用效率，打造数字
化生态圈，实现数字奶源、数字蒙
牛、智能制造，在保障奶源安全的
同时极大提升了奶源品质。

全链条追溯，建立严格质量准入评审机制

数字化的奶源牧场

蒙牛人以严谨的标准对终端设备
进行管理

千年雄关：见证古今文化交流与融合

新华社电 沿着黄河流向自西往东行走中原大地，函谷关，
是绕不开的重要文化地标。“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天开函
谷壮关中，万古惊尘向此空”“请君时忆关外客，行到关西多致
书”……古往今来，函谷关承载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故人乡思。

秦函谷关：河南最古老的函谷关
历史上，河南境内有 3座函

谷关：灵宝秦函谷关，洛阳新安
汉函谷关，建于黄河河滩、紧邻
秦函谷关的魏函谷关。最古老
的，当属秦函谷关。

日前，记者寻访位于三门峡市
灵宝市境内的秦函谷关。当年的雄
关要塞，早已湮灭在历史烟尘中。

“在历代著名关卡中，函谷
关最为特殊，它既是古代西去长
安、东达洛阳的通衢咽喉，也是
千百年烽烟际会、兵家必争的战

略要塞，更是古代中原腹地与西
北地区文化、经济交流的一处要
点。”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管
理处副主任郜俊明说。

从地图上看，三门峡一带处于黄
河“几”字形拐弯处。西据高原，东
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
秦国在此天险关隘修建函谷关。

“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所以
称‘函谷关’。”郜俊明说，有了函
谷关，秦国才能据崤函之固，在
六国联击之下立于不败之地，并

在时机成熟时东出横扫天下。
漫步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

区，不时邂逅典故传说：老子著
述道德经、鸡鸣狗盗过函谷……

历史上，函谷关也是象征荣
耀的分界线。

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为京师
所在，人以身居关中为傲。相
传，楼船将军杨仆耻为“关外
民”，便上书汉武帝，请求将秦函
谷关向东搬迁至家乡新安县，这
样，自己就成了“关内人”。

汉函谷关：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沿着当年“杨仆徙关”的足

迹，一路向东，“去弘农三百里”，到
达位于洛阳市新安县东的汉函谷
关。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联合
申遗项目的一处重要节点，汉函
谷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此处现存关楼、阙台和烽燧。
关楼保留了民国期间最后一次修
葺的形制。登上关楼，记者遥想
“秦时明月汉时关”。当年，西域各
国使节、商旅驼队正是从这里往来
都城洛阳。经由函谷关，中原文化

与秦晋文化相互交融。
“汉函谷关的军事防御功能

远不如秦时，但作为交通枢纽和
商贸中转站的功能更为完备。
当时它不仅是一道关，还是一座
城。”新安县文物保护服务中心
副主任王洪超介绍，这里考古发
现的内外城结构、建筑材料以及
瓷器、铁器、铜钱等物品印证了
这一点。

王洪超曾亲历函谷关申遗
过程。他介绍，汉函谷关还出土

了大量牵驼俑、胡俑、骆驼俑等，
这些具有西域特色的文物佐证
了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汉
函谷关作为“丝绸之路第一关”
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函谷关作为交通要塞和东西交
流窗口的角色从未改变。

随着古代政治中心东移和
经济中心南移，扼守东西要道的
函谷关地位逐渐衰落。回溯中
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函谷关始终
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内的关楼（无人机照片）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深入推进，从郑州始发的中欧
班列沿着古丝绸之路，一路向西
抵达欧洲中部。中原腹地，再次

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紧密联系
在一起。

告别古老的雄关时，记者耳
畔交相回响起驼铃声声、列车轰

鸣，深深感受着祖先筚路蓝缕、
披荆斩棘的进取精神，激动于一
个民族不断奋进、开创未来的伟
大力量。

中欧班列郑州出发，丝绸之路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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