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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奶牛保姆”， 像
照顾婴儿一样照顾奶牛

作为家畜产业技术体系北京
市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为了保证
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齐头并进，路
永强提出了 “产业一体化管理模
式”，与团队成员打造了“奶牛保
姆行动”“奶香飘万家”“生猪好管
家”“猪肉嘉年华” 等多个品牌项
目。 始终坚持“有求必应、有问必
答、有需必到、有难必帮”，深得广
大养殖者的信任与喜爱。

长期以来， 奶牛养殖场生产
经营损失、 相关人员的技术水平
缺乏等是奶牛养殖者必须要直面
的困难。 为了提升牧场奶牛健康
水平， 解决奶业科技成果转化落
地问题，路永强提出“奶牛保姆行
动”，构建出了一套科技精准化服
务体系，深化了“专家+综合试验
站+N个牛场＝1个牧场综合服务
模块”的新型服务模式，联合在京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推广单位和
相关企业， 运用科技手段为奶牛
养殖户解决实际问题。

“作为 ‘奶牛保姆’， 我们
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奶牛， 让养
殖户获得实在的好处。” 路永强
说 ， 奶牛养殖经常出现各种难

题， 若解决不及时， 会给养殖者
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 当时 ，
“有困难找保姆” 成为了京郊奶
牛养殖者的一句口头禅。

有一次， 一个养殖场的奶牛
连续一个月配种失败， 养殖户凭
借过去的经验， 尝试各种办法还
是没能解决问题， 于是找到 “奶
牛保姆 ” 团队 。 了解情况后 ，
“奶牛保姆” 团队12位来自不同
领域的专家第一时间赶往牧场。
在经历现场采样 、 实验室化验
后 ， 最终确定是饲料配比有问
题。 经过针对性调整， 奶牛终于
成功进行了配种。

在“奶牛保姆”团队传授新技
术、新产品的过程中，众多养殖户
的观念也得到更新， 逐渐将科学
饲养、福利养殖、生态养殖、种养
结合等理念运用到实践中。

“奶牛保姆行动 ” 项目自
2012年启动，施行至今超过十年，
共培训各类技术、管理人员7万多
人次，推广新技术（产品）455项，

覆盖奶牛178.7万头次。 经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测算，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直
接经济效益达到17.09亿元。

谈到收获， 路永强说：“通过
亲力亲为的技术服务和实验数
据， 我们改变了广大养殖者的观
念， 这是最令人欣慰和振奋的地
方， 也是对奶牛养殖产业最大的
贡献。 ”

他是创新高手， 提供切
实可行“北京方案”

创新模式、构建体系、突破技
术……多年来， 路永强一直致力
于畜牧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工
作。

在北京市畜牧总站持续推进
北京农业实施“调转节”，发展低
碳循环农业的新形势下， 路永强
主持建立了以“一室三平台”为核
心的养殖场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体
系， 实现养殖场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收集、在线核算、自动评测和因
子矫正等功能， 填补了国内行业
空白。 该项工作的实施在畜牧生
态养殖方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过去， 合作社的奶牛每天产
生几十吨的污水， 无处排放， 严
重影响了养殖场的正常生产， 成
为养殖场生死攸关的难题。 路永
强带领课题组刻苦钻研、 潜心研
究， 在近40℃高温下忍受着蚊虫
叮咬， 经过数百次试验， 终于突
破了养殖场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
关键技术， 打造了以 “连续回分
式活性污泥处理工艺” 为核心的
奶牛场污水处理示范工程， 彻底
解决了奶牛场污水处理难题， 同
时解决了夏季牛场的臭气、 蚊蝇
滋扰等相关难题， 为畜牧养殖场
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处理提供了切
实可行的 “北京方案”。

路永强还带领课题组， 通过
科技创新， 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奶牛繁殖调控应用技术，
建立了一套国内领先的奶牛繁殖
调控技术体系， 大幅提高了奶牛
繁殖效率， 使能繁母牛产犊率增
加20%，母犊率增加9%，缩短配种
期5-6天/次/头，示范场奶牛平均
胎 间 距 由 2015年 430天 缩 短 到
2021年395天。 该项技术覆盖北京
95%以上牛群， 为奶牛场增加经
济效益2亿元以上，有效提升了奶
牛繁殖效率，加快奶牛遗传改良，
提高全市牛群生产水平。

他是援藏干部， 完成拉
萨白鸡育种改良

工作30多年来， 路永强一直
致力于农业一线技术研究与示范
推广工作。 2007年6月21日 ， 作

为一名技术干部， 他踏上了一段
为期3年的援藏征程。

援藏期间， 路永强在拉萨市
农牧局分管畜牧兽医工作， 同时
负责拉萨种鸡场的相关技术工
作。 鸡场主要品种中的拉萨白鸡
是西藏科研人员经过数年努力培
育而成的优良蛋鸡品种， 具有孵
化率、 成活率高， 抗逆性强的优
点， 深得农牧民群众喜爱。 但由
于选育工作没跟上， 拉萨白鸡出
现生产性能退化趋势， 给西藏现
代畜牧业的发展带来困难。

当时， 拉萨与北京农牧部门
非常重视这一难题， 路永强和其
他北京市对口援藏干部积极争取
到了北京市畜牧兽医总站和北京
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共
同投入的20多万元支持， 引进了
国内优良蛋鸡品种 “京红一号”
和 “京白一号”， 从育种改良根
源上解决了问题。

除了技术层面的工作成果 ，
拉萨的生猪、 活禽交易市场也在
这一阶段得到了革新， 交易秩序
与规范度、 营商活力与创新力都
有所提升。 离藏返京时， 许多人
写信表达了对他的肯定与感谢。

回到北京， 路永强常常回想
起援藏的经历， 记得2010年元旦
的前夜， 伴着高原缺氧的环境和
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 路永强在
户外路口执勤。 漫天大雪铺满了
道路， 他就在纷飞的雪花中送别
了充实的一年， 迎接了新年的钟
声。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 这
就是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忍耐、 特别能团结、 特别
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从西藏回
来之后， 这段经历始终激励着我
攻克一道道难关。” 路永强说。

做好“奶牛保姆” 保障首都奶源稳定供应
———记北京市畜牧总站党总支副书记、副站长路永强

□本报记者 孙艳

07

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２０22年 １１月 ８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于彧│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黄巍

事不畏难，坚决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解决好
□本报记者 张晶

海淀区上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张凯明：

奋战在城管执法一线十余
年， 海淀区上地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队副队长张凯明始终坚持将民
生民意作为工作的风向标， 发挥
党员模范先锋作用， 在平凡的岗
位做出了不俗的成绩。

老旧小区改造美化提升是重
大民生工程， 能让老百姓真正感
受到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感。
2022年初，海淀区上地南路6号院
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社
区居民闻讯无不欢呼雀跃。 但若
要真正实施改造，还有一只“拦路
虎”，就是违法建设问题。 依照相
关政策， 小区内违法建设若不拆
除清零， 那么改造项目将被一票
否决。经过数天紧张排查，张凯明
发现小区内有私搭乱建近40处，
其中， 小区1号楼涉及12户阳光
房，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均为20年
前小区交房时开发商给予业主的
面积补偿 ， 搭建时业主缴纳了
5000-8000元不等的施工材料费
用，施工方也开具了收据等证据。

此时已临近春节， 为了不耽误改
造工程进度，张凯明率执法队员，
坚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张凯明组织召开沟通会，召
集开发商、法律顾问等多方单位，
针对助力老旧小区改造、 消除安
全隐患， 以及业主维权路径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除召开集
体沟通会外， 他还带着小组成员

逐一了解每家的居住情况和违建
房屋的历史建设过程 ，“一户一
策”制作详细的居民工作方案。面
对不理解， 张凯明耐下心来不厌
其烦地做居民工作， 让居民们看
到了执法部门为老旧小区改造保
驾护航的耐心与决心。

最终，在群策群力下，居民充
分认识到拆除违建对小区环境提

升的益处和改造后给小区带来的
实际效益，同意了拆违方案。拆除
完成后， 阳光房违建业主李大姐
说：“用我家的这几平方米换全小
区舒适的生活环境 ， 真的太值
了。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核
心工作还是居民工作。 在工作当
中不断提高自己与居民沟通的技
巧和能力， 张凯明让冗杂的工作
变得事半功倍。

作为城管执法部门， 处理各
种12345热线诉求和市区督办是
一件基础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
“核心是为老百姓解决实事，这就
需要我们一方面文明执法、 规范
执法 ， 一方面用情用心解决问
题。 ”张凯明还说了一段往事，几
年前，他们收到群众举报反映，联
创大厦周边存在商户经营噪音扰
民现象。在现场调查中，张凯明发
现， 噪音源为大厦的排风扇和楼
内餐饮单位的后厨排烟系统。

商户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
作为新划转执法案由， 存在缺乏

检测手段和执法经验等问题。 张
凯明与同事们向前一步、 主动作
为，运用“吹哨报到”机制，协调区
生态环境局和第三方检测机构，
再次前往该楼宇进行环境噪声检
测。依照专业仪器检测结果，该楼
宇和商户存在设备噪音超标问
题， 相关执法机构依法对涉事商
户开具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解决
了周边群众的烦心事。

多年的执法一线工作让张凯
明深刻地认识到， 基层执法有法
也有情。在坚持法律法规的同时，
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真心实意地知民意、解民忧，处理
问题时，要始终从群众出发。

有人问张凯明执法经验是什
么？ “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执
法队员，多走一步，就离群众就更
近一步；多问一句，心就与群众更
贴近一分。群众知道你的出发点，
你为了谁， 工作难题就迎刃而解
了， 广大群众是你公正执法的坚
强后盾。 ”张凯明回答说。

作为北京家畜产业技术
体系的首席专家， 北京市畜
牧总站党总支副书记、 副站
长路永强在保障首都奶源的
稳定供应、 农民增收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做出了
突出贡献。 他提出的 “奶牛
保姆行动”， 施行至今超过
十年， 运用科技手段为奶牛
养殖户解决实际问题； 他打
造的奶牛场污水处理示范工
程， 彻底解决了奶牛场污水
处理难题； 他建立了一套国
内领先的奶牛繁殖调控技术
体系， 大幅提高了奶牛繁殖
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