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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软床吹风扇
肉牛享受VIP待遇

近年来，“肥牛火锅”的风靡，让
牛肉的消费如同春天的野花般爆发
式增长，这股热潮不仅点燃了消费者
的味蕾，更催生了肉牛养殖、屠宰加
工机械化生产的迅猛步伐。

昔日，肉牛养殖多为散养，农民
们牵着牛儿，漫步在田间地头，与大
自然和谐共生。然而，随着市场需求
的不断扩大，散养模式已难以满足市
场的迫切需求。于是，肉牛养殖开始
从散养向规模化养殖转变。养殖场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头头健硕的肉牛
在标准化的圈舍里茁壮成长，它们的
每一声哞叫，都仿佛在诉说着这个时
代的繁荣与变迁。

走进亿利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
5G数字化牧场，工人正开着牧场配备
的专用撒料车穿梭在牛棚中，为两侧
栅栏中的肉牛“上菜”。撒料车经过之
处饲料分布均匀，肉牛纷纷从栅栏空
隙中探出头，准备饱餐一顿。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我们牧场现在基本都
是机械化作业，以前喂牛还得自己拌
料、运料，再一铲一铲地把饲料撒在
栅栏边，现在直接把车开进棚，省了
不少力气！”近年来，阳信县通过实施

“粮改饲”项目，年优质青贮饲料可达
60万吨，为肉牛饲养提供了丰富的草
料来源。

睡软床，吹风扇，肉牛在享受高
级待遇的同时，也改善了牧场的空气
质量。牛舍中使用生物菌类发酵床，
使牛粪直接转化为有机肥，实现粪污
循环利用的同时，也使得牧场中的空
气远比想象中清新。

牛棚中，鲁西黄牛、渤海黑牛、新
西兰安格斯黑牛等牛种有序分棚喂
养。除了这几种常见牛种外，记者注
意到有些牛棚中饲养的肉牛身形相
比别的肉牛个头较矮，但是四肢看上
去更为健壮。亿利源公司董事长杨振
刚告诉记者：“这是我们引进新西兰
安格斯黑牛后，与当地鲁西黄牛、渤

海黑牛杂交培育出来的新品种———
‘鲁蒙黑牛’，别看它个矮，但是肉质
很好，不管是抗病能力还是繁育能力
都很强。”据了解，鲁蒙黑牛的生长周
期长达30个月，其中高品质的肉牛单
头价格可达20万元。

电子耳标和智能项圈是5G牧场
中牛只的“标配”。使用扫描枪扫描牛
只耳标，牛只的走路步数以及身体指
标等信息便清晰地展现在信息平台
上，工作人员介绍说：“电子耳标和智
能项圈可以帮助我们记录、识别牛的
身份、体征和行为信息，清楚地将每
头牛的实时信息通过5G智能系统入
库，这样可以根据不同牛只的情况

‘对症下药’。”电子耳标记录的信息
最终将集合在消费终端的二维码上，
覆盖了牛只从出生到端上餐桌过程
中的饲养、检验、防疫等信息，形成了
一套可追溯的管理系统，让消费者吃
得放心。

机械化吊宰取代地滚式屠宰
保障肉质鲜美与卫生

与此同时，肉牛屠宰也在悄然发
生着变革。传统的地滚式屠宰方式，
虽然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但效率低
下，且难以保证肉质的卫生与安全。
随着科技的进步，机械化吊宰逐渐取
代了地滚式屠宰。机械化吊宰不仅提
高了屠宰效率，更保证了肉质的鲜美
与卫生。每一头肉牛在经过机械化吊
宰后，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精美的牛
肉，等待着被送往千家万户的餐桌。

在华阳清真肉类有限公司的无
菌车间中，一名名身着标准食品工作
服的工人们正在处理着新鲜宰割的
牛肉。将牛肉按比例切块，放到消杀
后铺有塑料膜的秤上称重量，在细处
严格把关。“我们车间主要负责对牛
肉进行精细化分割，根据牛肉的不同
部位、不同肉质进行分类处理和加
工，让每块牛肉都去到自己该去的地
方。”一位女工告诉记者。

“牛肉屠宰生产过程把控十分严
格，建立标准化无菌车间，按照规程
进行屠宰。屠宰前会先对肉牛进行检
验，宰后进行检疫，确保肉质合格。同
时，通过建立牛肉追溯系统，使牛在

养殖、屠宰加工、物流配送、消费终端
四个环节都实现透明化，让消费者有
处查证，吃得放心。”华阳清真肉类有
限公司总经理杨晓锐说。

牛肉加工也在精细化分割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二分体的粗犷分割方
式已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为
精细的分割技术。厨师们如同艺术家
般，将牛肉分割成薄如蝉翼的肉片，
或是切成口感鲜嫩的肉块。这些经过
精心处理的牛肉，无论是涮火锅、烧
烤还是炖煮，都能散发出诱人的香
气，让人回味无穷。

阳信县畜牧兽医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阚玉盟告诉记者，阳信县多家
大规模肉牛企业家皆出自河流镇刘
庙村，村民世代传承下来的处理牛产
品的技巧和能力是阳信肉牛产业发
展的不二优势。就拿处理牛产品来
说，牛百叶必须在半小时内处理完
成，否则黏膜会脱落，牛百叶也会变
质，意味着一头牛身上将会有几百元
的损失。技法娴熟的村民在处理牛产
品时能保证“物尽其用”，不浪费任
何牛产品。

据统计，目前，阳信县肉牛标准
化养殖场共136家，存栏27 . 3万余头，
肉牛屠宰企业76家，通过SC认证的牛
肉加工企业437家，年屠宰能力120万
头，列全国县级第一位。阳信牛肉以
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占据了天津、
北京等大城市的市场份额。在天津，
阳信牛肉以其鲜嫩的口感和丰富的
营养价值，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喜
爱；在北京，阳信牛肉更是成为火锅
店的必备食材，其市场份额高达50%，
与海底捞、呷哺呷哺等品牌都有着深
度合作。2008年，阳信牛肉被指定供
应北京奥运会。

建设标准化养殖示范区
肉牛每日多增重半斤

如今在阳信，正在推行“合作社+
农牧户”发展模式，建设标准化养殖
示范区，肉牛养殖成为村民致富的新
途径。

在温店镇和流坡坞镇，都建立了
标准化养殖示范区，养殖户们纷纷入
园养殖。前期，镇政府在省农担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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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下，为村民提供专项养殖贷款。养殖过
程中，畜牧专家会定期前来讲解科学喂
养技术，教村民如何合理搭配饲料、如何
预防疾病、如何提高肉牛品质等等，这些
实用技术让村民们的养殖技术得到了极
大提升。而到了养殖后期，政府更是积极
联合大型肉牛加工企业，实现产销一条
龙服务。这不仅解决了村民们销售难的
问题，还让他们获得了更高的收益。

“我们园区成立于2023年4月，占地
面积227亩，共建14栋牛舍，存栏肉牛
5600头，容纳56户养殖户入园养殖，彻底
改变了养殖户在家养殖脏乱差的现状。”
温店镇标准化养殖示范园区负责人王勇
介绍。

“以前在家里养牛臭味大，尤其是夏
天，苍蝇到处乱撞。”张德军正在给牛喂
饲料的温店镇大营村村民张德军告诉
记者，他在园区饲养了120头肉牛，园
区帮他们干了大部分的工作，以前
在家里一天的工作量在这里半小
时就能完成，省去了添水、出栏等
工序。剩下的时间他还能出去打打
工，做点小买卖。“肉牛长势可喜，
每日比在家里多增重半斤，这就是
养殖户得到的实实在在的效益。”张
德军说。

牛骨头牛皮也有大用处
“牛”县品牌渗透到多领域

养的是肉牛，卖的是牛肉，别的
牛产品都干啥？阳信县畜牧兽医管
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阚玉盟表示：“阳
信的肉牛产业现在辐射范围在不断
扩大，由单一的‘养肉牛、卖牛肉’不

断纵深发展，牛骨头、牛皮等牛产品在产
业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阳信县信城街道工坊中，女工们
正在雕刻一块块牛骨。这些原本只能被
丢弃或者做成料包、牛骨粉的牛骨头，如
今在雕刻刀下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
品。工人们按照每块牛骨的形状特点进
行分别雕刻，雕刻完成后将其拼接成为
一件完整的作品。原本只能卖到七八块
钱的牛骨，被做成工艺品后价值可达几
千甚至几万元。

此外，精益求精的阳信工匠们还将
牛骨磨成粉，制作成薄如纸、白如玉的牛
骨瓷制品，为“山东手造”阳信文创产业
开辟了新天地。除了牛骨，牛皮也是牛身
上的一块宝。在阳信共有37家皮革加工
厂，年加工成品皮1500万张，应用于汽车
坐垫、箱包家具、皮靴等领域。在阳信县
华阳清真肉类有限公司，高档皮革制作

已经成为企业内一项成熟的肉牛附加产
业，并为周边村民解决了不少就业难题，
以牛产业打开群众致富路。

除了实体经济方面的附加产业不断
发展，阳信县还将“牛”县品牌渗透到影
视文化领域。2021年上映的电影《牛王》，
取材自山东对口支援青海“祁连千牛万
羊进山东”的背景，讲述了藏族少年格桑
为了找回装上运牛车的“牛王”，从祁连
到阳信的冒险旅程，阳信“牛”县的名声
不断打响。

近年来，阳信县顺利承办2010年
第五届中国牛业发展大会、2023年第
十六届中国牛业发展大会，先后获批创
建并成功认定国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入选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
沿黄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重大产
业项目，成为全国肉牛产业发展的核心
区、引领区。

农耕牛转型肉用牛

“牛经纪”撬动牛经济

自古以来，牛在农耕文化和运输领域一直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农业发展历史长河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据阳信县志记载，1949
年，阳信县四大役畜存养量共3.93万头，其中牛
占69%，主要品种为渤海黑牛和鲁西黄牛。

随着时代的进步，机械化步伐逐渐加快，
牛的役用功能逐渐减弱，而市场对于肉用牛
的需求却日益增长。于是，农民们顺应市场的
召唤，纷纷转型，将原本用于役用的牛，培育
成肥壮的肉用牛。1988年，阳信县确定为全省
综合改革试点县，并建立了鲁北地区第一家
肉牛屠宰场加工企业——— 刘庙清真冷藏厂。
1992年至1998年期间分别引进“利木赞”品种
和“西门塔尔”品种，开展杂交改良和良种繁
育。而到了2000年，阳信一跃成为北京、天津
等地牛肉的重要供应基地。

在这场转变中，一部分有远见的“牛经纪”
率先嗅到了牛市的商机。他们敏锐地捕捉到市
场需求的变化，于是投身于肉牛地滚式屠宰的
事业中。他们不辞辛劳，奔波于乡村与城市之
间，收购农民们育肥的肉牛，然后将其送往屠
宰场，最终将美味的牛肉送上百姓餐桌。

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牛肉产业也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阳信县将牛肉产
业从零散的小作坊发展成了规模化、现代化
的产业链。他们建立了标准化的养殖场、屠宰
场和加工厂，引入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管理
理念，确保牛肉的品质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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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市面上的牛肉琳琅满目，质量也是
参差不齐。牛肉小白如何挑选优质牛肉？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到一种高价牛
肉———“雪花牛肉”，人们都知道雪花牛肉质
好价高，但是对其中原因却不甚了解。其实

“雪花牛肉”就是有着大理石纹的牛肉，而是
否具有“大理石纹”是评价一块牛肉是否高档
的重要标准。

所谓“大理石纹”，其实是牛肉肌肉中脂肪
的分布形状，因为看上去十分类似大理石花纹
得名。我们看到的大理石花纹，日本和牛称为

“霜降”，都是反映牛肉中脂肪与肌肉的比例情
况，即牛肉的脂肪密度。若牛肉中脂肪比例过
高，则会出现油腻口感，肉质过瘦又会发柴发
硬，肥瘦相间、比例恰当的大理石花纹牛肉口
感丰富，嫩而不腻，是牛肉中的高档产品。

阳信县华阳清真肉类有限公司总经理杨
晓锐告诉记者，阳信肉牛已经由传统草料喂
养转变为细粮高蛋白喂养，养殖周期长，肉质
口感细腻，入口即化。跟日本和牛相似，阳信
牛肉大理石花纹显著，肉质也在不断提升。

通讯员 李新睿 阚玉盟 记者 赵旭
高艳蕊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南北朝民歌《敕勒歌》被大家所熟知，在人们心中，成群健硕的
牛羊往往是大草原的独有之物。其实不然，在山东滨州阳信，得天独厚的鲁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是世界公
认的畜牧养殖黄金带。从农耕役用到肉用发展再到全产业链提升，阳信以10年一个跨越的惊人速度向世界宣
布着业内地位。

顺利承办2010年第五届中国牛业发展大会、2023年第十六届中国牛业发展大会；通过SC认证的牛肉加工
企业437家；年屠宰能力120万头，列全国县级第一位……近年来，阳信县不断打出“牛”县招牌，真正实现了

“牛在阳信养，吃在全中国”。
“牛”县牛在哪儿、牛肉好在哪？记者带你走进“牛”县阳信。

阳信牛肉销售渠道十
分广泛，消费者可在阳信
县线下牛肉专卖店购买；
也可通过企业官网寻找企
业联系电话订购，送货上
门；还可以在各消费平台
搜索“阳信牛肉”，寻找心
仪牛肉企业店铺下单。线
上、线下多渠道均可买到正
宗阳信牛肉。

市面牛肉千千万

质量好坏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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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到到肉肉牛牛的的信信息息。。

牛肉在流水线上

进行加工处理。

屠屠宰宰车车间间里里，，工工人人正正在在处处理理肉肉品品。。

阳信优质牛肉大理石花纹纹路显著。

工人正在进行牛骨雕刻。

养殖场中，工作人员正采用机械化作业撒料喂养。

小 贴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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