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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四川雅安是重要的藏茶产区和川藏线茶马古道的起点，1300多年来持续为藏区群众生产和输送茶叶这个生活必需品。如今，藏茶有了新的搭档——伊利牛奶，

一起组成藏区群众打制酥油茶的必备原料。

在全国范围内，伊利有500万个销售网点，多年稳居乳品市场占有率第一。每天，有1亿多份伊利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每年，超过13亿中国人可享用伊利产品。傲人的

市场业绩背后，是伊利以丰富多元的姿态融入亿万中国家庭的温情故事。

6月初，记者跟随伊利的送货车从雅安出发，向西进入康巴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孜藏族自治州，走访了几个曾经的川藏线茶马古道重要货物交流地。从经销商到

超市，再到消费者的餐桌，一盒牛奶在茶马古道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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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初的雅安温润多雨。海拔 1000 米以上的茶山上，

一片郁郁葱葱。雅安是藏茶的主要产区，也是历史上川藏

线茶马古道的起点。时至今日，人背马驮的天堑早成通

途，而雅安仍有不少藏茶生产厂家，每年销售大量的茶

叶，延续着当地人民的饮食习俗。

近年来，康巴藏区的藏茶、酥油又有了新伙伴——伊

利牛奶，共同构成制作酥油茶的黄金组合。将一箱箱牛奶

送入藏区的，是扎根在雅安的伊利人。武杰是伊利液奶西

南营销总部雅安区域经理。

2016年，伊利西南营销总部分设雅安区域。这里是西

南区跨度最大、面积最大的地区。它以雅安城市群为中

心，向南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向西至甘孜藏族自治州，幅

员辽阔、人口稀少、民族众多。虽然条件艰苦，但从武杰带

领雅安团队以来，雅安区域的多项指标都取得了突破，销

售额更是从最初的几百万做到了2021年的6.4个亿。今年

一季度，雅安区域在全国近百个区域中排名21，并获得了

事业部一季度业绩突破奖。

销售地区经理李松国负责的甘孜地区，在全国范围

内也是数得上的自然条件复杂艰苦的区域之一。李松国

最熟悉的线路，有着雄奇壮丽的美景，也充满未知的危

险。这片区域跨越千里，很多都在海拔 4000 米以上。送一

次货走两三天是平常事，遇上泥石流、降雪被堵在路上几

天也不鲜见。

一盒牛奶，如何从雅安出发，由经销商之手，到达千

千万万的销售网点，送至藏区腹地的消费者手中，最终溶

于一壶酥油茶中？想要了解这个过程，必须跟着李松国走

一程。

10箱牛奶改变生活习惯

从雅安向西，穿过二郎山隧道，车窗外的风景骤然从

植被茂密的平原跳跃到天高云淡的高原，过渡感十分明

显，茶马古道的探访之旅就这样开始了。跟随着李松国，

我们第二站是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康定市。

将伊利牛奶引入康定市，并推广到各个乡镇村寨的

人，是在康定颇有名望的邓氏父子。邓开华是伊利在甘孜

州的第一个经销商——康定民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康定民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如今，被称为“小

邓总”的邓雪凯从父亲手里接过康定民贸已经 8 年了，把

伊利牛奶在康定市的销售额做到了1500多万元。

2001 年，已经是康定县民族贸易公司经理的邓开华

到成都时，在批发市场发现了伊利纯牛奶。于是他买了10

件纯牛奶带了回去。这10件纯牛奶，改变了康定人制作酥

油茶的习惯。营养便捷的盒装牛奶，替代当地生产的奶

粉，成为了制作酥油茶必不可少的原料。

两年后，刚刚完成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康定民贸，

成为了伊利在康定市的第一个经销商，当年就将销售额

做到了 100 万元。短短几年内，伊利牛奶就牢牢占据了康

定市场，并逐步送达康巴藏区的各个乡镇村寨的超市、小

卖铺和餐饮店里，走进藏区千千万万个家庭中。

2013年，61岁的邓开华因病去世。从西南科技大学毕

业的邓雪凯，当时已经是一名公务员了。从未接触过商贸

领域的邓雪凯，打算转让康定民贸，安心做自己体制内的

工作。然而，回到家乡、回到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公司，邓雪凯却改变了主意。

康定民贸是甘孜州商贸流通领域的龙头企业，多年来早已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起了

“买东西到民贸”的良好口碑。公司的经营网点遍及全州，商品配送可达全州各地，保障了

全州物资供应。另外，公司还有200多名职员，都是跟着父亲打拼多年的老班底。

邓开华是康定市的名人，他去世时，全市群众自发为他送行，向这位为了康定市场繁

荣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商人致敬。邓雪凯意识到，父亲的事业不仅为家族带来了财富，也

承担着对家乡人民的责任。于是，邓雪凯辞掉工作，接起了父亲留下的担子。

邓雪凯接手康定民贸的8年间，将伊利牛奶在家乡的销售额越做越大。伊利对产品

和服务的严苛要求、对国民健康的责任担当，也是康定民贸坚守的企业理念，这是父亲当

年选择伊利的原因，也是邓雪凯继续携手伊利的动力。

如今，康定民贸已然是甘孜州商贸的金字招牌，被甘孜州和康定市定为“维稳应急保

供中心”，在历次面对洪水、地震、滑坡等自然灾害时，配合党政职能部门，确保了相关物

资的及时供应。2018年，邓雪凯入选了“改革开放40年四川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邓雪凯常常想，如果现在自己还能与父亲沟通，父子间一定有聊不完的话题。他想问父

亲当年的选择，父亲也会不解于他的决策，但父子俩经商的理念和对家乡的情怀，是一致的。

藏地的汉族生意人

从雅安到康定全程高速方便快捷，而从康定再向西走，则转入318国道，行路难的体

验才算开始。我们送货到销售终端的路，开始变得狭窄，大货车多了起来。翻过被誉为“康

巴第一关”的折多山，海拔逐渐攀升，高反也越来越严重。层层叠叠的山连绵不断，折尺一

样弯弯绕绕的路上，经常可见山石滚落的痕迹。

李松国说，这里的路通行条件好的时间每年仅有几个月，秋冬时候经常大风降雪，雨

季又会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他就曾被泥石流堵在路上三天不能通行。我们要去的第

三站康定市塔公镇，是个海拔3730米，人口1万多的高原牧业小镇。

在塔公镇，我们将拜访杨锦强、杨志强兄弟俩经营的良品超市。著名的塔公寺旁的这

家超市，是兄弟俩六年前租下的铺面。这里地理位置好，比父亲留下的老店客流量更大。

我们到达时，看到 130 多平米的铺面里，伊利牛奶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方便顾客拿

取，这是顾客们最常买的商品。店里不时有当地群众前来购物。一位80岁的藏族老人驻

足在牛奶货架前，老人用川西方言告诉我们，这家店的牛奶他已经买了好几年了。

杨家的超市在塔公镇经营多年，是当地人熟悉的老店铺。30 多年前，杨锦强和杨志

强的父亲，从雅安来到康定讨生活，就在塔公镇落脚，开了一家小商店。杨锦强和杨志强

在塔公镇长大，成年后接手了父亲的小店，在老店的基础上又开了新店，经营规模不断扩

大。如今，父母将店铺交给儿子们，回到老家养老。两兄弟则成了家，扎根在了塔公草原

上。

杨志强的超市门口拉着“伊利即品质”的横幅，伊利产品以过硬的品质赢得了消费者

的口碑，也让杨家兄弟获得了老主顾们的信赖。

伊利有着比肩世界的食品质量标准体系。每一款伊利的乳制品都涵盖原料奶、原辅

材料及各类产品检验多达1000多项。正因如此，伊利的检验标准甚至高于欧洲、美洲、大

洋洲等很多国家的标准。这些严苛的质量要求，或许不被消费者们了解，却在消费者一次

次的食用过程中得到检验，获得青睐。

在塔公镇生活了 30 多年，兄弟俩早已适应了藏区生活。在这里，藏族人说着川西

方言，汉族人也喝起了酥油茶。平时，杨志强开着自己的电动三轮车给镇上的小卖铺、

奶茶店、面馆、学校和寺庙送牛奶，乡里乡亲们彼此都很熟悉，谁家需要几件牛奶他心里

都有数。

牛奶与酥油的相遇

历史上，茶马古道川藏线从康定城又分出南北两条支

线，道孚县则是北支线经过的一个重要货物流通地。被誉为

“中国藏民居艺术之都”的道孚县，是一个海拔3245米、人口

5 万多的藏区小县城。离开塔公镇，我们北上转入 317 国道，

访问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道孚县。在这里，我们将拜访

藏族同胞贡嘎拉姆一家。

贡嘎拉姆家在道孚县鲜水镇河边街，这里是县城的老城

区，据说以前县城只有 80 户人家时，他们就是其中的一户。

得知有远方的客人要来拜访，贡嘎拉姆和哥哥、姐姐、侄子、

侄女、外甥等亲戚们齐聚一堂，热情迎接我们。

进屋后，主人便摆出了一桌丰盛的藏餐让我们品尝。贡

嘎拉姆的嫂子和侄女，为我们现场展示了酥油茶的制作过

程。将适量酥油放入茶桶中，佐以食盐、糌粑、核桃仁，倒入两

盒伊利纯牛奶，再注入熬煮的浓茶汁，用木柄反复捣拌，使酥

油与茶汁融为一体，一壶醇香的酥油茶就煮好了。

贡嘎拉姆有一手好厨艺，对食材的要求也很高。做茶用的

酥油，必须是玉科草原上的牧场手工制作的。牛奶，则是用了

十几年的伊利纯牛奶。受地域、时节和产量的限制，即便在牧

区，也不能保障随时可以供应新鲜的牦牛奶。以往，藏区群众

用奶粉制作酥油茶，新鲜度和口感都会逊色一些。盒装纯牛奶

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因此早已成为藏区群众的生活必需品。

贡嘎拉姆说，酥油茶是藏族人生活的一部分，早上打一

壶酥油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与家人围坐喝茶聊天，

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所以，家庭主妇们对酥油茶的品质

有着严苛的要求。虽然藏区早就普及了用电动打茶机，但是

贡嘎拉姆仍然坚持用茶桶手工打茶，她认为传统方式打出的

酥油茶味道更好。

听说李松国是将伊利牛奶送到藏区的人，贡嘎拉姆给他

满上一杯自酿的青稞酒。在来伊利之前，李松国曾在一家国

际知名的大企业，负责一个省区的销售工作。从繁华的都市

到偏远的藏区，李松国也曾有过落差。

而数不清的送货过程中，那一碗酥油茶、一杯青稞酒，给

了李松国坚守的力量。在伊利千亿级别的销售体系中，甘孜

区域或许微不足道，但是那一盒盒送到藏区腹地的牛奶，亦

有非凡的意义。

至道孚县，我们随伊利牛奶的藏地之旅也画上了句号。

历史上, 茶马古道为促进藏汉民族团结起到巨大作用，同时

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边茶文化。

如今，在鲜水河畔，途经千年贸易古道而来的藏茶和牛

奶，与高原上的酥油相遇，共同融为醇香美味的酥油茶。千千

万万家庭中的一壶壶酥油茶中，传承着千年的历史文化，谱

写着民族的融合团结，承载着民族企业的责任担当。

4 月 27 日，伊利股份发布 2021 年年报，实现营业总收入

1105.95亿元，伊利成为亚洲首个营收突破千亿的乳企。在中

国，伊利不仅推动牛奶逐步从奢侈品变成千家万户的日常饮

品，也从整个产业链条上推动着国家的奶业振兴和乡村振兴。

在奶源建设环节，自2019年起，伊利先后在内蒙古的呼和

浩特、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乌兰察布、巴彦淖尔等地投资

建设九大奶产业集群项目，并将“内蒙古模式”推广至全国。经

过多年实践发展，“伊利绿色智能牧场”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在

保证优质奶源的同时，带动500万农牧民走上致富路。

在工业生产环节，今年，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

市“十四五”规划重点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千亿项目进入

加速期，全球最大的绿色智能制造样板基地、世界一流的食

品产业研发中心及乳业大数据中心等项目陆续投入使用，伊利正打造汇聚全球顶尖技术

的乳业科研和生产基地。

在科学研发环节，伊利从全球视角，布设了一张涵盖全球领先研发机构的创新网络，

在新西兰、荷兰等国家成立了研发平台，全球专利申请总数、发明申请总量在2020年世

界乳业十强中排名第三，成为引领奶业振兴的创新高地。

乳业的发展既以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为前提，也在同步助推着生活品质的提升。迈入

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饮奶量保持了双位数增长，伊利作为乳业龙头企业，继续在推动居

民养成饮奶习惯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凯度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伊利在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市场渗透率分别比

上年同期提升了0.6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稳居市场第一。从历史到今天，一杯牛奶书

写中国人的生活变迁；从牧场到餐桌，伊利肩负起于国于民的时代使命，让世界看见“全

球乳业的未来在中国”。

多年来，伊利一直以丰富多元的姿态，融入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守护着国人

的营养与健康。

这是伊利的力量，这是伊利的情怀。

邓雪凯展示酥油茶壶邓雪凯展示酥油茶壶准备去送货的杨志强准备去送货的杨志强

工作中的武杰工作中的武杰（（右右））和李松国和李松国

制作酥油茶制作酥油茶

正在选购牛奶的老人正在选购牛奶的老人

伊利大洋洲生产基地外景伊利大洋洲生产基地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