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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寻味记

河南三色鸽乳业有限公司

以匠心铸就品牌 以品质赢得信赖

义马 扎根“土”彰显“特”做强绿色大产业

匠心独具 铸就卓越品牌

□刘景华 姚保银 苗幸乐

义马市是河南省唯一取消了乡镇建

制的县级市，总面积112平方公里，辖7

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13.58万人，其

中两个涉农办事处，下辖20个涉农社区。

作为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义马市

正从百里煤城转型升级，打开包括农业

产业在内的发展新局面。

受地域和人口限制，义马市的农业

体量较小，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该市

出台了《特色农业发展指导

意见》，按照“小农户、大基

地、小规模、大群体”思路，

鼓励农民合作经营，抱团发

展。

与此同时，义马市注重

在小而精上做文章，积极发

展设施农业、智慧农业。截

至目前，义马大樱桃、石门杂

粮、付村花椒等特色农业品

牌已经初具规模，叫响市场。

□曹相飞 范卫峰 文/图

浩渺汉水之北，巍巍伏牛之南，这里四

季分明、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润。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舒适的气候环境，造就了独

一无二的奶牛品质。

在群星璀璨的乳制品行业中，位于南阳

市新能源经济技术开发区经一路1号的河

南三色鸽乳业有限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

来，就如同一颗明星，匠心坚守，为消费者提

供安全、营养的乳制品和家门口的便利。

坚持“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该公司先后获评河南省后备上市

企业、AAA级信用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示

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每天凌晨4点，我们就要准时来到公司，将鲜奶装车

进行配送，7点前到达城区所有门店，保障市民早餐奶供

应。”公司物流配送部经理蔺晓韬说。

依托优质的奶源、安全的产品，河南三色鸽乳业有限

公司以“真心关爱大众 用心发展自我”凝铸企业核心竞争

力，构建了专营店事业部、流通事业部、学生奶事业部三

大销售服务团队，全方位辐射消费者的周边生活圈。

挤奶、加工、质检、冷链配送到家不超过24个小时，所

有运输车辆配备车载温度监控系统，全程2℃~6℃冷藏运

输，让老百姓品尝新鲜产品的同时也深刻感受三色鸽的

便利。

围绕广大市民的便捷消费所需，公司开创了“直营+

加盟经营”的渠道模式，以“牛奶+面包”为主营产品的

1000余家三色鸽连锁店遍布市区各个角落，为越来越多

消费者提供“日日新鲜，近在身边”的便利。

“公司将继续秉承‘真心关爱大众 用心发展自我’的企

业精神，不断创新和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营养、健

康的乳制品；继续加大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

加值；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展现良好的企业形象。”展望未

来，张德中如是说。

走进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杨营移民

新村三色鸽标准化示范牧场，一头头精

神抖擞的奶牛正在舒缓的音乐声中悠闲

散步……

“每头泌乳期奶牛每天近50公斤口

粮，拥有自己的餐厅、卧室和挤奶厅，吃

得饱、睡得好是它们的头等大事。”4月

22日，牧场场长刘宪辉说，专业技术人

才、国际先进设备、优质科学喂养，随时

待命为这些奶牛服务。

深知品牌的重要性，经过多年发展，

公司已成为集饲草种植加工、奶牛繁育、生

乳及其制品生产研发、物流配送、销售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一、二、三产业相贯通的生产经营方式为当

地奶业发展探索了一条成功的路子，被国内

专家誉为“中国乳业的三色鸽模式”。

“要保证乳品质量，奶源绝对是第一

道关口。我们始终将牧场作为第一车间

加以严苛管理，目的就是从源头保证质量

绝对安全。”公司董事长张德中在谈及奶

源建设时说道。

正如张德中所说，在奶源建设方

面，公司坚持选用优质奶牛，通过标准

化养殖，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不断优

化加工工艺，提高产品的营养价值和口

感；在质量监控方面，公司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从原材料采购到加

工、出品，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严格的检

验和监控，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正是凭借着这份匠心和追求卓越

的精神，公司在乳制品行业逐渐崭露头

角，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品质至上 赢得消费者信赖

“每一滴奶都要历经 60 多道标准

化检测，机械而反复，是对细心和耐心

的一次次考验，奶品出货量大的时候，

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饭，但我从来不允许

自己漏检任何一个批次的产品，因为我

知道，这分守护关系着千千万万个家庭

的健康和安全。”公司品控部负责人曹

广钦说。

一杯好牛奶，离不开优质的原奶、先

进的加工工艺和完善的质检体系。三色

鸽乳业生产车间依照 GMP要求，采用

10万级净化系统，围绕保新鲜、保营养、

保安全的“三保工程”，建立原料奶生产、

乳品生产加工、产品运销三大质量安全

控制体系，树立了乳品行业的质量标杆。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懈动力。早在

2014年，省科技厅认定的河南省牛奶制

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落户该公司，这对

于保障公司牛奶生产技术始终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促进河南省乳业产业化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

值，公司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乳制品生

产技术和设备，注重产品的营养价值和

健康功能，推出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体质

人群需求的新产品。

凭借着对品质的坚守和对消费者负

责的真诚，公司不断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和好评。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

论是在大型超市还是在小型网点、便利

店，都能看到公司各系列产品的身影，三

色鸽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在不断提

升。

从南阳到南阳 新鲜零距离

义马市立足乡村资源禀赋，扎根“土”、彰显“特”、形

成“产”，切实把特色产业优势做优、强势做强。

近年来，义马市注重培育鼓励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为小微企业和困难群众提

供政策扶持。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整合资源、共

享信息、联合营销等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

度和市场化水平，推动了特色农业的规模化、品牌化发

展。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小而精的发展思路，

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义马市副市长何蔚表示，将加强与其他地区的交

流合作，引进更多优质的农业资源和先进的技术经验，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

争力。

“我们的大棚樱桃已经于 4月 10日

前后正式开园上市，目前每公斤卖到120

元。”4月 18日，正在自家设施大棚采摘

樱桃的郭宏德说。

作为东区街道办事处程村社区美宝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眼见首批大棚

樱桃将为社员们带来不小的收入，郭宏德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72岁的郭宏德种植大樱桃已有 20

多年，喜欢钻研和探索新技术。2016年，

他牵头创办美宝农民专业合作社，将种植

经验倾囊相授，吸引程村社区400余户居

民中的 100余户。今年，郭宏德种了 10

亩大棚樱桃，亩产预计达1000公斤左右。

在凤凰山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10

亩大棚樱桃同样丰收在望。该合作社负

责人孙忠贵介绍，自己在承包的山地种植

玉米和杂粮，用来饲喂合作社的1500只

羊和300头猪，猪羊粪便经过发酵成有机

肥，为大棚樱桃和200多亩露天樱桃提供

绿色养分，他家的大樱桃因此格外脆甜可

口，深受客商青睐。该合作社常年用工

20余人，农忙时，每天要雇工30余人，每

年仅劳务支出就达100多万元。

目前，义马市大樱桃种植面积已达

7000亩左右，“义马大樱桃”作为特色品

牌，入选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为了将大樱桃打造成精品优质产业，

自2008年开始，义马市已经连续举办了

十四届大樱桃文化艺术活动，同时，通过

举办大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听取

专家学者建议，用周密的政策部署、科学

的施策手段为助农富农铺路架桥。

“截至目前，我们社区户均种植花椒5~

6亩，年增收3万元以上。”4月16日，在新区

街道办事处付村社区，支部委员、椒香驿麻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三勤介绍说。

付村社区地处义马市北部，气候温和，

土地肥沃，早在 20 多年前就引进花椒种

植。凭借优良的品质，“付村花椒”已成为

当地的特色名片。

近年来，付村社区积极探索党组织引

领产业发展新路径，成立了椒香驿麻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引进“大红袍”“贡椒”等

品种，统一规划打造花椒种植示范基地，花

椒种植面积3000多亩。

为帮助群众增收致富，该合作社注册

了“椒香驿麻”和“付椒椒”两个花椒品牌，

形成“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目前，该合作社建有4个花椒加工车间，配

备烘干、精拣等设备 30台，可以生产花椒

籽、花椒叶和干湿花椒等多个品种。

据张三勤介绍，付村社区目前已建成

花椒种植培训基地、产品展示厅和电商直

播间，实现了“线上+线下”多平台销售。

与此同时，付村合作社还吸纳周边社区的

农户加入，花椒种植总面积达 6000 亩以

上，年生产干花椒 20万公斤，实现年收入

1500万元。

“社区党支部是党离群众最近的地方，

我坚信，只要干群一心把集体经济搞活了，

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了，党支部这个战斗堡

垒就能更强大，带动乡村振兴战略早日实

现！”张三勤信心满满地说道。

杂粮因生长期短、产量较低，多数群众不愿意大面

积种植。然而，在义马市新区街道办事处石门社区，不

起眼的杂粮种植却成为主打产业，并形成了独特的品牌

效应，深受市场青睐。

为了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群众收入，提高

群众种粮的积极性，石门社区独辟蹊径，利用独特的

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优势，于 2022 年 8 月成立了老

家石门杂粮加工农业合作社，盘活原大队部的闲置房

屋，建起了集种植、加工、销售、展示于一体的杂粮深

加工基地。

据石门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老家石门杂粮加工农业

合作社负责人张小军介绍，虽然全社区只有耕地3440

亩，但经过充分的宣传发动，吸纳周边社区不少农户以

土地入股形式加入，目前，合作社杂粮的种植面积已达

8200亩。该合作社打好绿色生态牌，从耕种、管理到收

获，统一提供种子，统一管理标准，全部使用有机肥。对

于农户种植的原粮，合作社全部高于市场价收购，以现

金结算。

截至目前，石门社区杂粮基地拥有加工车间1个、

产品展示厅1个、生产线4条，生产石磨面、菜籽油、小

米、玉米面、玉米糁等农副产品以及各种豆类产品，年产

值达500万元，社区集体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的华丽蝶变。

巴氏鲜牛奶新鲜零距离

集生产办公于一体的公司总部

现代化的生产线

樱桃搭舞台 经济唱大戏

小小花椒树 致富大产业 打好生态牌 杂粮涨身价

乡村要振兴 产业必先行

义马樱桃成熟了 张春光 摄

老家石门生产的杂粮产品 张小军 摄

义马市付村社区群众在田间修剪花椒义马市付村社区群众在田间修剪花椒 杨远高杨远高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