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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十年亚洲乳业第一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年蝉联亚洲乳业第一，是中国规模最
大、产品品类最全的乳制品企业，也是
在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实现产业布
局的国际化企业。公司结合多年质量管
理经验，形成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质
量体系管理成熟度为支撑，质量创新技
术竞争力为核心的“自主预防 三线促
零”质量管理模式。该模式在 5 个事业
部、76 个生产基地、6 个研发中心、104
个物流中心、1000 多个合作伙伴进行
应用，全产业链构筑食品安全防火墙，
切实提高了产品上市成功率、产品一次
性合格率。

质量管理模式运行方法

自主预防三牵引。一是目标树牵
引，将战略目标树状分解到岗，管理层、
运行层、操作层分别匹配重点工作目
标，通过激励和考核双向推动目标实
现；二是职责树牵引，将体系要求嵌入
业务流程，实现岗位职责、目标与体系
要素的有机结合；三是工具树牵引，构
建了“卓越品质评价系统”评审工具矩
阵，从原奶到终端开展全链条评审，提
升绩效和管理成熟度。

三线促零保安全。一是品质源于设
计线，应用 QbD 工具，在产品设计时直
接转化消费者需求，将品质源于设计的
理念应用到工作策划、体系改进的前期
规划中，推广到合作伙伴，将设备设计、
原料生产与上游风险防控机制相结合，

实现设计零缺陷的目的。二是形象归于
保障线，依托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在生
产和储运过程中，强化外源性异物管理
和过程食品安全防护要求，设置严于国
标线的企标线、内控线，严把产品“放行
关”。驯化 AI 机器人，快速响应消费者
的诉求，提供更好的售后服务。三是缺
陷止于运行线，建立全过程的食品安全
风险地图、缺陷条件库，精准识别、降低
风险。

实施成效
质量源于设计线，提高产品上市成

功率，缩短研发周期。导入该体系后研
发周期平均缩短 3 个月，年节约 17024
研发工时，实现了敏捷化开发设计，培

养品质设计体系 QbD 品质专家人才 31
名。

形象归于保障线，消费者满意度和
正面声量不断提升。开展速度和温度双
监控，车载追踪器实现运输全程路线可
视化监控，车门开闭时间和车内温度实
时显示，温度不达标或暂停异常自动报
警，保证到货及时率和新鲜度，有效提
升客户满意度。

缺陷止于运行线，提升生产效率。
生产基地建立品质保障标准化模式，结
合质量工程图矩阵、质量控制清单，运
用失效模式分析，建立动态风险抽检计
划。

同时把风险管理延伸到供应商、牧
场，推动上游“零不良”目标的实现。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始建于 1961 年，公司坚持“用户第一，品牌至
上”理念，不断追求卓越，逐步形成了以全面质
量管理为核心的“三线＋三全＋三工序”质量管
理模式，实现对北方轻稀土资源的集中统一管
理，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产值最高、效益最
好的集生产、科研、贸易于一体的稀土行业骨干
龙头企业。

创新“三线＋三全＋三工序”
质量管理模式

“三线”管理打造产品质量“防护网”。三线，
即内控线、企标线、国标线。基于风险思维，企业
以内控线严于企标线、企标线严于国标线的质
量控制体系，结合客户差异化需求，从产品设计
到过程管控、从原料入场到工序控制，搭建产品
质量防护网。在“三线”模式管控下，公司冶炼分
离产品、功能材料、应用产品相关指标均优于行
业平均水平，冶炼分离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
50%以上。

“三全”管理打造产品质量“责任链”。三全，

即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企业以
责任管理为中心，塑造人人都是
质量员的全员参与理念，明确各
岗位职责，构建分级管控的质量
责任管理体系。针对设计研发、

采购、生产、销售的全质量管控过程进行要素分
析，形成科学的质量控制指标。健全人、机、料、
法、环、测的全要素全方位管理，提升质量保障
能力。公司以全面质量管理为核心，将质量理
念、质量价值观、质量行为准则贯彻到每一名员
工，企业质量文化理念 100%知晓，产品全生命
周期质量指标 100%明确，全要素 100%受控。

“三工序”管理打造产品质量“控制
极”。一是“严格验收上工序、认真控制
本工序、优质服务下工序”，即通过严格
验收上工序，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
纠正”；以完善技术规程为基础，推动各
工序稳步达标；通过构建“下工序即为
顾客”的工序流转理念，优质服务下工
序。二是建立“公司级关键工序控制点、
厂级关键工序控制点、车间级关键工序
控制点”。针对工厂质量管理薄弱环节，
实施提级管理，补齐短板，推动各工序
质量持续提升。良好的工序管理推动公
司产品一次合格率高位稳定，近几年公司
原料产品、功能材料一次合格率均在 98%

以上，应用产品一次合格率在 95%以上，领先行
业内平均水平。

取得的成果
一是公司生产技术指标不断提升，2023 年

冶炼分离综合收率同比提高 1%，稀土金属电解
料比降低 0.06%；二是产品市场占有率逐年提
升，2023 年，公司冶炼分离产品市占率提高 7
个百分点以上，磁性材料、储氢材料、抛光材料
不同程度提升 2%—6%；三是公司营收水平不
断提升，2022 年公司营收达到 372.6 亿元，同
比提高 22.53%。

本报记者王丰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
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习近平
总书记一向重视品牌建设，并多次提出殷切期许。

无论是伊利、蒙草、中国北方稀土，还是双欣、
英思特、中环、优然牧业，拿出哪一个品牌，都能在
市场上叫得响、稳得住。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品牌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将企业做专做大

做强，就要坚持专业领域和发展理念相一致，不盲
目跨界、不跑偏、发展理念不动摇，才能形成品牌稳
定的核心竞争力。事实证明，每一个成功的品牌，都
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挖深耕后才得以形成。

品牌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之一。站在
新起点上，品牌建设已经开启新征程，要准确把握

品牌建设的前进方向，抢抓发展机遇，凝心聚力、深
耕细作，让更多“百年老店”和“金字招牌”，成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真正实现企业效益、品
牌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完美结合。

品牌是提升竞争力的核心，创新为魂，质量为
本，诚信为根，这是任何品牌都绕不过的市场法则。
近年来，自主品牌形象持续向好，从根本上说得益
于产品质量、设计能力和科技含量的实质性提升，
符合广大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

很多时候，不是国货的质量不行，而是知名度
不够；不是价格高企，而是没有形成与品质相匹配
的品牌效应。中国品牌曾经有过的辉煌，稍微上点
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像熊猫彩电、燕舞录音机、海鸥

照相机等，这些品牌装点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
生活。这也说明民族工业有基础也有实力，中国制
造有市场也有潜力。

在塑造品牌的路上，一方面，必须优化营商环
境，严格品牌建设，既要鼓励和引导企业立足长远
发展，诚信经营，也要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依法严
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为
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打造品牌营造良好环境。
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必须树立品牌
意识，逐步实现由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向质量提升
和差异化竞争的转变，将品牌作为质量、服务与信
誉的重要标志，重视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做到差
异化经营，从而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内蒙古的品牌走向世界，还有许多的路要走。
希望将来，在百花竞放的世界品牌大舞台上，内蒙
古品牌有理由也有责任占有一席之地。

不仅是内蒙古的“草”，更要成为全国的
“草”、世界的“草”

“蒙草”：实施“保育繁推”全产业链
质量管理 创新推进生态修复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国内唯一一家草科技上市公司，依托
乡土种源保障及生态大数据导航，开展
草种生产、生态修复业务。公司坚持“师
法自然”理念，经过多年总结积累，建立
了基于“数字导航 + 乡土种源”的“保育
繁推”质量管理模式，针对不同区域的
本底数据，因地制宜开展可持续生态建
设。

以“保”为基
建立种质资源保藏体系

“保”，即收集、鉴定、评价、保存。蒙
草自 2008 年开始组织专业团队，在内
蒙古、新疆、西藏等 12 个省区，分经纬
度、生态区域开展植物基因采集，建立
特色草种智能化导航系统，在内蒙古每
平方公里量化一个坐标点，采集点上的
水、土、气等信息，精准定制生态修复方
案。已建成以北方植物种质资源库为总
库，覆盖内蒙古、西藏、青海、陕西等地 9
个分库的种质资源保藏体系，保存种质
资源 6 万份、标本 15 万份、土壤 150 万
份。

以“育”为要
开展驯化应用和种质创新

“育”，即分子、生物、基因、航天等
创新育种。蒙草以“驯化乡土植物修复
生态”为理念，从 2009 年开始坚持野生

植物的驯化应用和种质创新研究，通过

传统育种 + 生物育种 + 数字化智能应
用等方式，获审定品种 32 个，植物新品
种 6 个，引种驯化乡土植物 200 种，为
荒漠化治理、退化草原修复等选育高质
量草种。

以“繁”为方
推动全产业链科技创新

“繁”，即足量扩繁，有种可用、有种
适用。针对不同区域气候特点与用种需
求，全国布局良繁基地采种田 25 万亩。
种质质量全生命周期的一码溯源，使用

北斗卫星导航和无人机技术调控草种
播量，使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智能化监
测，水肥药一体化精准灌溉，提高草种
的质量、产量。针对种子量少、扩繁速度
慢等问题，创新运用组织培养法，实现
快速扩繁。

以“推”为责
助力生态“系统”修复

“推”，即形成种子生态包，用于草
原、矿山、荒漠化、沙化、盐碱等生态修
复项目。以蒙草生态产业大数据平台为
依托，以乡土植物种子混播技术为核
心，结合蒙草生态修复技术标准，生成
生态修复方案，使生态修复项目便捷
化、标准化。提高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
和群落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生态环
境修复后地区生态系统健康发展。

截至目前，累计修复国土面积近
3000 万亩。“先数据、再科研、后修复”
模式，复制推广到陕西秦草、西藏藏草
等取得显著成效。发布国家、行业、地
方、团体标准 89 项，包括 3 项国标（发
布首个“退化草地修复技术规范”国家

标准）、3 项行标、77 项地方标准、6 项团

体标准。“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技术体系”
获内蒙古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荒漠
草原退耕地植被重建模式技术应用案
例”等 6 项模式被“科创中国”平台向外
推介；“敕勒川受损草原生态修复模式”
等 4 项模式收入《退化草原生态修复主
要技术模式》专著中。草种业专利数量

居全球第六位，获批全国首家草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正在积极筹建国家草

业技术创新中心，为“三北”工程提供优

质种源和技术支撑。
蒙草成立近 30 年以来，一直把全

流程质量管理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石，通
过“质”与“效”打造草产业新质生产力。
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离不开

“一粒种子、一株草”。我们希望，“蒙草”
在新质生产力加持下，不仅是内蒙古的

“草”，更能成为全国的“草”、世界的
“草”。

“中国北方稀土”
“三线＋三全＋三工序”管理模式

助推产品质量持续提升

品牌的力量

“用户第一，品牌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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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敕勒川精品奶源基地内的小牛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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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企业的灵魂，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牌与质
量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坚守质
量才是品牌的生命之魂。在第八个“中国品牌日”前夕，
本报全面展示 2023 年度“第五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荣誉称号获得企业的品
牌发展故事、建设成就，以及他们以品牌力量助力质量
强区建设的深刻实践。

“伊利”：“自主预防 三线促零”
持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专题·品牌力量ZHUANTI窑PINPAILIL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