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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雪儿

《资治通鉴》里说：“牛乃农耕之本，百

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为之强弱也。”在漫

长的农耕时代里，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之

一。如今，作为生产力的“牛”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肉牛产业”兴起，“高蛋白”的牛肉成

了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

但是，有着千年耕牛养殖经验的中国

农民却在肉牛养殖上“犯了难”。当下，我国

肉牛产业正面临着生产发展跟不上消费增

长的问题。智研咨询发布的《2023-2029年
中国肉牛养殖行业市场全景调查及投资潜

力研究报告》显示，最近 10 多年以来我国

牛存栏量及出栏量基本保持在 1 亿头以

下，单头出肉量远不足美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巴西等肉牛养殖业发达国家一半。

据悉，2011-2022年，国内牛肉产量年

均复合增长率仅为 1.49%；2022 年国内牛

肉产量为 718万吨，但进口量为 267万吨，

国内牛肉进口依存度达到 27.25%。

“原来耕牛可能给点草随便喂一下就

能活着，基本上有啥吃啥。”宁夏永宁肉牛

科技小院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苏华维认为传统的养牛方式并不适用于肉

牛养殖，“在养殖耕牛的过程中，（牛）长不

长肉无所谓，长肉多了反而干活‘懒’”。

“推动肉牛产业向优质、高产、高效方

向发展，致力于解决肉牛产业发展的技术

瓶颈问题。”苏华维希望把宁夏永宁肉牛

科技小院的科研成果推广到全国。

“科技小院是国家产业技
术体系的‘编外试验站’”

“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人类生存。”苏

华维第一次到“苦瘠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

地区时，就深刻地意识到这是一片由生态

环境致贫的土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发现，依托于独

特的民族文化与地理环境，宁夏回族自治

区养牛的历史悠久，“目前，全区总饲养量

每年有 200多万头。”

彼时，西海固的人民为了脱贫，易地搬

迁到了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安居之后，他们

依照着传统，养起了肉牛。

“这里的老百姓非常能吃苦，每天辛辛

苦苦去喂牛，付出和回报却不成正比，同样

养一头牛，人家能挣 3000 元，他们却只能

挣 1000 元。”苏华维想起自己初到永宁县

调研的情况，“虽然养的肉牛不少，但是养

殖技术有限，首先就是成本的问题。”苏华

维发现，“有本地的原料可以饲养肉牛，但

他们却不一定会用。”由此，一些养殖户选

择从外地运饲料回来喂牛，成本大幅上升。

“如果玉米青贮的质量好，就可以在饲

养过程中减少精料，降低成本。”但是，宁夏

家家户户做青贮饲料（俗称“草罐头”，是指

把鲜棵植物品种控制发酵制作的饲料），质

量却不太行。“玉米在地里长得非常好，但

是一做成青贮饲料就不行了，（有的青贮饲

料）里面发霉，很多甚至长蘑菇了。”苏华维

说，这样的饲料不仅营养价值受损，甚至会

因为霉菌毒素导致肉牛生病甚至死亡。

“正常的杂交牛育肥日增重要达到

1.3kg 以上，但对于当地的养殖户来说，日

增重 1kg 以上都非常困难，有的甚至不到

0.5kg。”苏华维说，不科学的饲养方式使得

肉牛完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2018年，适逢苏华维接手了一个粗饲

料推广项目，他当机立断，把项目点选在了

宁夏，下决心要解决宁夏肉牛养殖中青贮

饲料的问题，让宁夏的肉牛产业真正地

“牛”起来。

“我国肉牛产业在畜牧行业里面是规

模化、集约化程度最低的。”苏华维说，“现

在猪的规模化养殖可能达到 60%以上，奶

牛规模化养殖比例达 70%，而肉牛连 30%
都到不了。”他认为，这样的情况限制了养

殖技术的普及。“肉牛养殖技术的扶持需要

搞动物试验，研究当地共有的问题。”苏华

维意识到，要解决“层出不穷”的技术问题，

到散户那里挨家挨户地宣传肯定是不行

的，必须要依托于当地的肉牛企业，做出示

范效应，再去辐射到养殖户，他选择了和当

地的肉牛企业合作。

那时，永宁肉牛科技小院还没有成立

起来。2021 年，项目结束，苏华维团队帮

助当地肉牛企业初步实现了降本增效。但

是宁夏肉牛产业还有很多问题“待解”，作

为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

家，他首先想到的是借助组织的力量。

“国家的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以下
简称‘产业技术体系’）主要是通过各地试

验站服务产业，但现在全国只有 26个试验

站，我们通过试验站去带动产业是有限的，

远远不够，全国很多地方试验站辐射不

到。”苏华维说，产业技术体系里涵盖了全

产业链的专家学者，他们却常常缺少“抓

手”真正服务产业，提供技术力量。他说，

“组建一个新的试验站需要大量的资金，没

有试验站，也没有钱的地方怎么办？”

苏华维想到了“科技小院”，“我想把

它建成产业技术体系的‘编外试验站’。

让更多的技术力量可以通过科技小院的平

台辐射到永宁，辐射到宁夏，也让科技小

院成为产业技术体系里的科学家服务产业

的抓手。”苏华维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通过科技小院的形式去服务产业“比

建试验站还多个好处”。“科技小院有常驻

研究生，现在的试验站都做不到有研究生

一直在那。”这就意味着能够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反馈，及时解决，打通肉牛科技

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经过层层审批，中国农技协宁夏永宁

肉牛科技小院由中国农业大学、宁夏科协、

宁夏大学、宁夏农业农村厅、宁夏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共同建立起来，自 2019年开始依

托宁夏犇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养殖一

线开展科研攻关。正如苏华维所言，“这是

一个多平台联动，整合资源，更高效的支

撑产业发展的模式。”

利用“产业技术体系”的力量，苏华维

组织了不少专家学者到永宁“培训老百

姓”。“有不少人从外地赶过来听我们培

训。”说起技术推广的秘诀，苏华维只有 6
个字“先调研、接地气”。每一个专家讲述

的内容都是真正从当地养殖户的实际出

发，站在他们的角度算总账、算收益。

苏华维希望有更多的科学家可以将

产业技术体系与科技小院结合起来：“国

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隶属于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现在，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以 50 个主要农产品为单元——

肉羊、生猪、奶牛等都有自己的产业技术

体系，跟体系结合，科技小院可以发挥更

大的效益。”

国产牛也可以产出上好
的“雪花牛肉”

“其实在全国的脱贫攻坚战中，肉牛都

算是主力产业。”苏华维介绍说，过去，全国

有 832 个贫困县，其中 537 个县都是拿肉

牛扶贫或是以肉牛作为主导产业扶贫的。

“一方面肉牛养殖受自然条件的局限较小，

抵抗恶劣环境的能力强；另一方面肉牛的

市场价格较为稳定。”

所以，在宁夏研究出来的肉牛培育模

式，可以在很多地方推广。据业内人士介

绍，高成本是我国当前肉牛养殖的短板。

2022年豆粕价格居于往年高位，一度冲高

至 5702 元/吨，“豆粕”是肉牛养殖的饲料

原料之一，全面推进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因

地制宜开发非常规饲料原料，降低养殖成

本是未来我国肉牛产业发展的重要挑战。

从饲料上“降本增效”，开发本土饲料

原料，也是肉牛科技小院近几年持续研究

的课题。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盛产葡萄酒，过去，

葡萄酒糟常被当作垃圾随意丢弃，但是，经

过特殊处理之后，葡萄酒糟就成了饲养肉

牛的好饲料。“我们在其中发现了一种抗氧

化成分——花青素。”据苏华维介绍，普通

牛肉在 0-4摄氏度的保鲜情况下，保质期在

一周左右，但是使用葡萄酒糟喂养的肉牛

生产的牛肉，其保质期可以延长到 12天。

“我们一宣传，大家都去买（葡萄酒糟）

了。以前很便宜，没人要，现在大家都抢，涨

价了。”苏华维笑言。除了葡萄酒糟之外，肉

牛科技小院的师生们还研究了玉米芯、马

铃薯秧等宁夏当地饲料资源，指导当地养

殖场科学饲喂，达到降本增效的效果。

市面上一公斤牛肉的价格从几十元

到几千元不等，在畜牧行业里，牛肉的价

值层次差别是最大的。“谁说国产就没有

高质量的雪花牛肉？”品质提高一个台阶，

就可以实现提质增效，苏华维信心满满。

但是，日本和牛经过百年育种才成

为当下市场上最高端的牛肉品牌，肉牛

科技小院如何在现有的品种中生产出高

质牛肉呢？

现在，肉牛科技小院帮助企业引进了

安格斯和牛做高端品种。生产品质高端的

肉牛必须要规模化、公司化运营，苏华维

说：“普通肉牛育肥，可能就分成两三个阶

段，而高端牛育肥则需要积累肌内脂肪。”

苏华维将牛的成长周期与人类对比，牛的

发育前期是骨骼与肌肉的生长，成年之后

开始长脂肪，“前期提供较少的能量物质与

足够的矿物质、蛋白质，促进肉牛骨骼与肌

肉的生长，后期高端育肥时，就要比普通牛

多划分出来 2-3个阶段，提高能量，增加脂

肪，培育有大理石纹的‘雪花牛肉’。”据苏

华维介绍，最后还要再多划一个阶段出来，

调整饲料配方，用大麦、小麦替代玉米，用

干草替代青贮，使脂肪的色泽更加饱满，提

高肉的品质。

“老农民从来不会养高端牛，一是因为

技术难度大，二是因为养出来的量太少，卖

不出去。”苏华维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

户就没办法利用高端牛“赚钱”，企业可以

跟老百姓配合，由老百姓养母牛和小牛，再

由公司规模化、专业化育肥。

“他们卖普通活牛，可能就 30 多元一

公斤，但如果是高档牛，他们可以卖 40-60

元一公斤。”苏华维说，如果再加上后端的

牛肉生产，他们的收益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我们养出来的高端活牛，卖给别人也很便

宜，只比普通牛高一点，可能一头牛就多挣

几千元，但是如果延长后端的产业链，一头

牛宰了卖肉的话就可能多挣两万元。”

目前肉牛科技小院将会继续帮助当地

企业联络后端渠道，生产高端牛肉，将技术

扶持延伸至全产业链。

“其实本土牛品种也是可以生产高端

牛肉的。”苏华维说，虽然目前尚未形成气

候，量级也比较小，但已经有研究显示，一

些地方土黄牛，也可以生产出品质上乘的

雪花牛肉。“土黄牛原来是耕地用的，虽然

瘦瘦弱弱，肉也不多，但是很有力气，连续

干活半天都不休息。”原来，土黄牛的脂肪

沉积在肌内肌纤维之间，可以直接为其提

供体能，这样的脂肪沉积方式，正是可以生

产出雪花牛肉的“基因”。苏华维告诉记者：

“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科学合理地饲养，

就能生产出雪花牛肉。”

“现在土黄牛养得越来越少了，国家种

质资源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在苏华维看

来，最好的方式是让这个品种自身产生价

值，让更多人愿意养，“以用代保”和“以用

促保”。培育当地的土黄牛（比如秦川牛）等

品种也是肉牛科技小院下一步的任务。

是研究生也是犊牛的“奶妈”

“现在到养殖场找一个大专毕业的年

轻人都很难，所以一线的专业人才培育才

更要紧。”苏华维希望科技小院为肉牛产业

培育更多的专业人才。他认为，从书本上查

资料定的课题，很多都是脱离生产实际的，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来自生产，所以研究的

成果一定是有用的，甚至马上就能为企业

解决问题，带来效益。”

牛的“异食癖”是 2022 级肉牛科技

小院研究生闽胜男的研究课题。开春时，

牛厂里工作人员反映，有几头牛喜欢啃食

其他牛的毛发，舔舐圈舍的铁栏杆，还会

“玩”舌头。

闵胜男说，现在并不能确认异食癖这

种行为会影响牛本身的健康或繁育，也可

能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动物行为。但对于这

种生产中频繁出现的异常现象，他们要研

究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肉牛产业发展。

“去小院之前还有女朋友，回来就没有

了。”肉牛科技小院 2021 级研究生杨顺然

坦言，在小院确实很忙，最早的时候早上 5
点就要上岗统计实验牛的呼吸频率了，一

直到晚上七八点才能下班，每天还要给牛

饲喂 2000 多斤的全混合日粮。“每天喂两

次，要手工准确称量饲料，一桶一桶地饲

喂。”在牛场 10个月，杨顺然轮换了 8个岗

位，当过厂长助理、兽医，还给养殖户科普

过技术，算过账，“我给他（养殖户）在纸上

一笔一画地算，让他明白，减少过量饲料投

入，反而收益能增加，算明白了，他就会使

用我教的方法”。

闵胜男去年刚入学就被派到了科技小

院，本科修读兽医专业的她却是第一次接

触“大动物”，轮岗的第一站也是“兽医岗”，

牛圈很大，有几十头牛，兽医一定要下圈，

近距离观察牛的状态。“上千斤重的牛，和

我差不多高，我害怕他会往我这边冲撞。”

闵胜男告诉记者，当时就是心一横，“没办

法，只能下。”现在，她已经能自如地在牛圈

里穿梭了。

闵胜男的另一个岗位是“犊牛护理”，

日常工作是为新生犊牛称重，脐带消毒、

犊牛疾病治疗和采血化验——“这是最难

的”。闵胜男描述了整个过程，首先，要把

犊牛赶到适当的地方，“初生犊牛个头小，

非常灵活，必须要我们从后面扶着屁股

走，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然后就是扎

针，“从颈静脉处打点滴的时候，犊牛反抗

很严重，需要好几个人摁住。”她给记者比

画了兽医们控制犊牛四肢打点滴的动作，

笑着说：“像这样的工作，成熟的兽医，一

个人就能搞定了。”

今年毕业的杨顺然顺利找到了一份专

业相关的工作，在面试的过程中，他经常绘

声绘色地讲起在科技小院的工作。在小院，

他真正理解了企业的需求，成了直接就能

“上手工作”的应届毕业生。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

营养系教授、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丛汶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科技

小院这个模式实际上是科研科技工作者

将自己的科技成果到社会转化的一个关

键途径，它不仅仅属于农

业，它属于全行业。”

在 苏 华 维 的 期 待

中，永宁肉牛科技小院要

助力中国肉牛产业真正

“牛”起来。

“编外试验站”的大梦想
——科技小院系列报道之四

2022年 7月，2022级硕士研究生张千子协助

同学杨顺然在科技小院进行采样工作。

2月 15日，2022级硕士研究生王慧莉、闵胜男

在科技小院进行采样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回信，寄语同学们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
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科技小院一头连着高校科研，一头连着田间地头，正在科技兴农、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
用。今天本报推出科技小院系列报道之四，继续关注这场青春与农业的双向奔赴，关注其带来的启示与思考。正如一
位专家所说，“科技小院这个模式实际上是科研科技工作者将自己的科技成果到社会转化的一个关键途径，它不仅仅属
于农业，它属于全行业。”

2月21日，科技小院专项研究生闵胜男给养殖场的肉牛采血。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月 16日，2022级硕士研究生王慧莉把在科技小院所采的牛血液样品做离心处理。

扫一扫 看视频

新华社记者 桑 彤 杨有宗 谢希瑶

《扩 大 内 需 战 略 规 划 纲 要 （2022-
2035年）》 提出，“打造中国品牌，培育

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和特色传统文化品牌”。

在 5 月 10 日至 14 日举行的 2023 年中

国品牌博览会现场，凤凰锂电助力自行

车、豫园预制食品质构分析仪、回力数字

资产球鞋……众多“老字号”齐聚一堂，

向世界展现中国品牌的创新力、跨界力和

想象力。

抢抓新赛道：吹响产业升级的号角

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品牌凤凰自行

车就已进军国际市场。如今，凤凰通过嫁

接新能源技术向中高端市场持续攀升，希

望能弯道超车。

在中国品牌博览会现场，凤凰带来

了四辆供应欧美不同市场的锂电助力自

行车。

上海凤凰企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运营部总监甘霖介绍，锂电助力自行

车是当下的一个风口，它起源于日本，流

行于欧美，在传统自行车的基础上增加了

电机、传感器、控制器等，以“人力+电

力”的混合动力模式运行。

记者了解到，在两轮骑行领域，电动

化已成为一个趋势，凤凰是这一领域的首

批入局者，其推出的锂电助力自行车已在

海外多国上市销售。

甘霖透露，早在 2019 年，凤凰就已

组建锂电产品的专业研发和业务团队，开

设专业锂电产品制造工厂，并搭建锂电上

游供应链合作。“最近三年，自行车出行

渐受欢迎，对凤凰来说是巨大的契机。我

们希望在锂电助力自行车的新赛道上强化

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和智能系统，一

起吹响产业升级创新的号角。”

拥抱新科技：适应消费新需求

在中国品牌博览会现场，“老字号”

拥抱新科技无处不在。比如，为适应时代

需求，餐饮老字号纷纷推出预制菜，通过

辅助工具的创新，提升质量、延展品牌生

命力。

在拥有 17 个“中华老字号”品牌的

豫园股份的展台一隅，穿着防尘实验服的

工作人员正在操作食品质构分析仪，这是

豫园布局预制菜新赛道的研发“利器”。

豫园文化饮食科创中心研究员聂蔚在现场

展示了一块肉如何通过质构分析仪来分析

其酥烂、脆度、弹性等特质，保障预制菜

产品的口感与质量。

经过科创中心的研发，上海德兴馆大

汤包、上海老饭店肚肺汤、松鹤楼松鼠桂

鱼等“老字号”预制菜产品，都已成为经

过市场验证的爆品。

同样是预制菜领域，“中华老字号”

广州酒家与格兰仕合作打造的“无人零

售+智能烹饪解决方案”，展示了“一键

填饱肚子”的打开方式。

在广东展区，记者看到粤菜师傅现场

给大家“烹饪”美食，只要在微波炉前扫

一扫外包装上的条形码，微波炉就会自动

识别出菜品、分量，并智能匹配最佳烹饪

时间与火力，几分钟后一份正宗的广式点

心就能食用了。

同时，为贴合数字时代的便捷需求，

预制菜微波炉还可实现远程控制，满足中

央厨房、便利店、机场、高铁站等不同场

景下的智能烹饪需求。

引领新消费：跨界打造“新网红”

随着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企业开启

跨界共创新姿势，“老字号”纷纷转型为

“新网红”。

上海华谊集团旗下的“老字号”品牌

回力亮相中国品牌博览会，除了带来消费

者熟悉的经典 WB-1低帮篮球鞋和 565型
篮球鞋以外，还带来了众多新款联名鞋。

“不服老”的回力更是打造了“数字资

产”，实现“老字号”的逆生长。

据介绍， 2022 年，回力首发数字资

产“回力 DESIGN 元年”，是上海数据交

易所数字资产板块成立以来发布的首个数

字资产，通过数字资产可兑换购买限量球

鞋的权益。受到消费者热捧后，回力又推

出了国内首款 AR 数字资产“哎啊兔”并

在上海数据交易所完成登记，通过 AR 技

术进一步提升数字资产的可玩性和消费者

的体验感。

与此同时，百年画材品牌马利不仅演

绎了新潮中国色，还主动拥抱时代变化，

在保证品牌延续经典、传统的同时，积极

迎接年轻和未来。其通过虚拟形象代言人

和 Q 版形象以及先进的数字技术，赋予

品牌创新、多元、时尚的属性。

为充分释放“老字号”的创新活

力，商务部等五部门于今年年初联合印

发了 《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老字号’在

消费促进、产业升级、文化引领、民族

自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电

创新+跨界“老字号”拥抱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