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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喜旺旺：：专专注注低低温温肉肉制制品品1188年年
破解低温加工关键技术，打造低温肉制品的世界名牌

低温肉制品是指使肉制品处于
较低温度(0-4℃)环境下抑制微生物
生长。低温肉制品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原料肉的风味物质和营养成份，防止
传统肉制品加工下可避免的成份流
失；肉质鲜嫩，口感良好，无肉类煮制
后固有的“渣”感；肉类蛋白变性适
度，易于为人体消化和吸收，营养利
用率高；食用便捷，家庭可贮存备用；
需冷藏存放和冷链销售，即产品要在
0-6℃下冷藏。

高温肉制品是经过121摄氏度高
温蒸煮的包装肉制产品。由于高温蒸
煮使袋内肉制品消毒彻底，所以在常
温下有较长的保质期，缺点为一般有
点罐头味。另外，由于高温制作，也使
产品中的一部分营养成分降低。因
此，常常可以看到高温肉制品的配料
中常常加入了更多的调味料如香辛
料、水解植物蛋白、味精来强化口感
目前西方国家以低温肉制品为主，由
于国人的消费习惯及先入为主的影
响，目前国内还是以高温肉制品为
主，但低温肉制品是肉制品消费的潮
流。因低温肉制品要求极为严格，最
大限度的保证了肉制品的营养和风
味，所以低温肉制品价格相对较高。

低温肉制品

对比高温肉制品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肉制品发展历程看，肉制品都经历了从高温向低温的发展趋势。据相关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
肉类发展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营养健康的低温肉食品正成为都市人们的选择，
新的消费群体已经悄然兴起，未来低温肉制品将是消费的大趋势，喜旺18年来坚持做低温肉制品。

如何做到让消费者吃到
放心又健康的肉食品，喜旺
公司有三大“绝招”：一是在
制作过程中用先进的脂肪萃
取工艺，将脂肪最大限度地
分解出来，使产品香而不腻；
二是在加工过程中配以20多
种名贵中草药，调口味，增营
养；三是与世界著名肉类科
研机构合作，吸取国外先进
技术，改造传统工艺，中西结
合融会贯通。目前，喜旺食品
分中式、西式两大系列，共600

多个品种，兼顾到不同层次、
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消费
群体。

以喜旺的酱卤类肉制品
为例，喜旺作为全国最大的传
统酱卤类肉制品生产企业，实
现工业化、连续化、标准化生
产体系。多年来，公司围绕传
统酱卤肉制品工业化生产技
术、食品质量安全和食品营养
保健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将
产品研发的重点放在营养保
健上，充分挖掘了中国传统的
民间独特配方，把传统中医药
膳理论与发达国家食品营养
科学配方相结合，结合西式先
进生产工艺，利用20多种食用
的中草药调制出陈香老汤煨
制而成，同时在产品中加入了

大豆蛋白、牛奶、蜂蜜等天然
营养品及蔬菜、水果等食用纤
维素，使产品营养价值丰富，
口味独特，香沁人脾，无论外
观、品味以及内在品质都实现
了新的飞跃。

“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维生素等等微量元素，都是
我们抽检的指标和依据，以
保证喜旺肉制品的营养健
康。”工作人员介绍，对居民
膳食结构了若指掌是喜旺科
技人员的必备功课。在走廊
墙上，醒目的居民膳食金字
塔结构图彰显着喜旺以人为
本的理念。

传统民间配方，打造产品独特口味

在肉制品行业，按加工及杀
菌温度的不同，分为高温和低温
肉制品两大类。高温肉制品的特
点是保质期长，但加工过程中的
高温处理，会使肉制品的营养损
失，口味变差；低温肉制品则弥补
了这一缺憾，但对原料肉、工艺、技
术水平、环境卫生的要求也更为
严苛。

目前，低温肉制品在我国还
处在初级阶段。这是挑战，也是机
遇。喜旺18年来坚持做低温肉制
品，喜旺食品全部是低温肉制品。
率先引进了尖端生产设备和加工
工艺，起步之初就将全部产品定
位在低温肉制品上，每年投入巨
资，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抢占

“研发中心”的制高点。而喜旺目前
早已完成全冷链系统，做到了将
鲜肉控制在全冷链的系统下，最
大限度保留了产品的营养成分。

技术的突破，让喜旺食品一
跃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自
主掌握低温肉制品全套技术和
工艺的食品企业，集团研发中心
被认定为“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
研发专业猪肉领域分中心”、“国
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喜旺，不
仅仅是山东省第一个获得国家
无公害产品标志的熟肉企业，也
是山东省第一家加入世界肉类
组织的企业。

全冷链系统

充分保留营养

喜旺连锁店遍布全省各地。

让让学学校校真真正正变变成成孩孩子子的的““家家””
——— 淄川特教中心家校共育工作侧记

在孩子的教育中，家长和学校之间似乎总有一道摸不
着的“围墙”，让家校共育在孩子的成长中成为泡影。但在
淄川区特教中心家校，这已不再是难题。该中心通过家教
讲堂、家长助教、家长互助等形式，逐渐打破家校之间的

“围墙”,让家长与学校成为平等的合作者，形成教育合力,
让学校真正变成了孩子的“家”。

本报记者 刘晓 通讯员 韩苗

家长助教——— 家校互通的“连心站”

“真棒，接下来请把蓝色的
积木找出来，看谁找得又对又
快。”多功能训练室里，一位“特
邀教师”正在用一些大小相同、
形状一样、颜色不同的积木对三
个孩子进行集体训练，这位“特
邀教师”不是别人，正是家长助
教团的成员之一，八年级学生李
品山的妈妈。

学校发现，像李品山的
妈 妈 这 样 的 家 长 在 多 年 求
医、康复过程中积累了丰富
的康复训练经验，他们本身
就是教育康复的行家里手。
把他们组织起来，深度的参
与学校的教学管理，无疑会
形成更大的教育合力。于是，
学校聘请了4位有着康复、手
工制作经验的家长教师，组
成了“家长助教团”，其目的

是促使家校双方凝聚合力，
共同教育好学生。实践证明，
这一举措为教师、家长、学生
打造了共同成长的平台，筑
成了家校互通的立交桥。

“老师们太不容易了，助
教的这段时间我深有感触。”
助 教 家 长 肖 金 凤 说 道 ，“ 今
后，我一定会全力支持、配合
学校的工作，齐心协力教育
好孩子。”

此外，学校还发动家长
成立了班级“卫生服务队”，
在完全自愿的条件下，家长
们每天下午放学后轮流协助
教师、学生进行班级卫生的
保洁工作。师生、家长在劳动
过程中既交流了情感，美化
了环境，还培养了学生热爱
劳动的好习惯。

家长互助—爱心

传递的“接力站”

在淄川区特教中心，丰富多彩的
家校活动早已成为一种常态，家长群
体俨然成为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一
支重要力量。淄川区特教中心为有需
要的家长提供相互支持的平台，成立

“家长互助组”，来缓解家长在孩子生
活、教育方面的问题。“面对孩子的一
些问题，我们会陷入正常家庭理解不
了的无助，在‘家长互助组’，大家更
愿意敞开心扉，一起分享经验,相互鼓
励支持，因为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
人。”刘绪云深有感触的说。

经过几年探索实践，“家长互助
组”不仅成为家长之间相互抱团取暖
的“憩园”，还成为传递爱心的“接力
站”。李彤、肖金凤、刘绪云等家长结
交了不少热心公益的朋友，在她们的
感召下，红叶红爱心家园先后捐赠衣
裤300余件；SM(淄博)有限公司捐赠1

万元用于购买音乐康复器材；淄博孝
乡爱心公益联盟联合博山西寨全羊、
济南腾龙假期旅游公司和爱心人士
靖尊，多次组织孩子们免费旅游。越
来越多的家长真正成了学校的主人。

“随着家校工作的不断完善，家
长们参与各项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越来越高。一所学校，就应打破固
有的壁垒，挖掘潜在的资源，聚合各
方力量，为孩子们的成长搭建丰富的
资源平台。”学校主要负责人如是说。

家教讲堂——— 家长成长的“加油站”

“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
境遇，但我们可以选择遇到
不同境遇的态度……”日前，
由学校针对家长举办的“为
孩 子 一 生 的 生 活 和 幸 福 奠
基 ”报 告 会 正 在 进 行 。讲 座
上，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
学学院王本法教授饱含真情
的事例和充满深情的讲述深
深地感染着在座的家长，有
的甚至流下了泪水。

为帮助家长获取更多正
能量，提高科学育子水平，学
校聘请教育、医疗、心理等方
面的专家及优秀家长代表定
期开展“家教讲堂”系列的家
庭教育讲座，由专业人员根据

家长实际，组织团体辅导。家
长们集聚在一起，相互帮助，
相互学习，为孩子的健康成长
打造舒适的家庭氛围。

“听了专家的报告后，我
的心情突然间明朗许多，思想
上的包袱减轻不少，决心要用
爱与智慧来维系婚姻、教育孩
子，给家庭一个快乐的源泉，
让孩子健康的成长。”五年级
学生新新的妈妈说。

通过这样不同的报告会
的形式，家长们开始逐渐关注
孩子的成长，关注学校的教育
和发展，也重新燃起了对未来
的希望。这也为家校共育打下
了良好的情感基础。

相关链接

济南大学教授王本法做报告。
闫肃 摄

报告会现场。 闫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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