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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价值超200亿元——

平凉红牛为何成高端牛肉新宠
郭少雅 鲁明

“平凉红牛”原本是耕地牛。
位于陇东黄土高原的甘肃省平凉市，是

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早在 3000 多年前，以
农立国的周王朝便在平凉市灵台县开始耕
种发展农业生产，因耕地畜力的需要，健壮
的红色耕牛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今，农用机械极大地代替了“朝耕及
露下、暮耕连月出”的耕牛，平凉红牛却没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退出历史舞台。因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优良的种质基因以及数千
年来当地农民的养牛传统，平凉红牛已经成
为驱动平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产业”，
活牛供港、产品入京，以“比肩日本和牛”的
高品质进入消费市场，成为高端牛肉市场的
新宠。

高品质——
平凉红牛究竟好在何处

走进位于平凉市泾川县的甘肃旭康集
团，打开展示冰柜，一块块大理石般散发着
红润光泽的雪花牛肉吸引着记者的目光。

“在传统认知里，中国的牛肉适合炖、
煮，但肉质多筋、脂肪含量低，要想吃上鲜嫩
多汁的牛排，还得是澳洲雪花牛肉和日本和
牛。”平凉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徐保学介绍
说，“但平凉红牛在长期的选育过程中，保留
了自身的优质基因，不仅可以生产出媲美日
本和牛的A5级雪花牛肉，而且具有独特芳
香风味，这就为国产牛肉进军高端市场开拓
出一片天地。”

同样是牛，平凉红牛究竟好在何处？
先看“貌”。平凉市崇信县黄寨镇的张

让成是名老牛倌，一家三口再加两个帮手，
养了400多头平凉红牛。张让成觉得，站在
牛舍旁看 400 多头牛一字排开地吃料是一
种享受。“耳如扇、毛如缎、疙瘩角、升子嘴，
四蹄不露柱子腿。”张让成告诉记者，越是性
能优异的平凉红牛，毛色越是红亮，头顶的

“疙瘩角”也越是柔软小巧，“具备这些性状
的牛肉品质也越好。因为耕地需要，平凉红
牛有着强劲的肌肉耐久力，血液和肌肉中天
然含有丰富的用来储氧、携氧、运氧的肌红
蛋白，加上其性情温顺少应激，使其具备了
生产高档雪花牛肉的潜质。”

再品“味”。走进平凉红牛品鉴店牛晟
餐饮港式火锅店，眼肉、西冷、三筋霜降、龟
寿花腱各有各的吃法。“红牛的每个部位质
感不同、切法不同、入锅的烫法也不同。平

凉红牛不仅涮起来好吃，铁板烧、煎牛排都
可以给人细腻丰富的感受。”据餐饮店负责
人介绍，2020年，平凉红牛经过中国农业科
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
牧医所”）、中国畜牧业协会、中国肉类协会、
中国烹饪协会、中国饭店协会等单位有关专
家的权威鉴定，认为平凉红牛达到中国精极
雪花牛肉质量水平，并打出了8.625（满分9
分）的高分。

“最近几年，全国肉牛产业遭遇严重冲
击。当全国活牛平均价格下降到每斤 10-
12元时，平凉红牛依旧可以维持在15-17元
的价格。正因为如此，在产业低谷阶段，平
凉红牛的存栏量不降反升，当地养殖场（户）
越来越多地把西门塔尔牛替换成了平凉红
牛，走优质特色的路子。”徐保学说。

畅循环——
好牛肉如何“养”出来

正是初夏时节，行走在陇东大地上，苹
果花飘香，一群群平凉红牛悠闲地徜徉在陇
东高原特有的窑洞前，颇有一番田园牧歌的
意蕴。

“这是平凉红牛的一种特色养殖模式。”
黄寨镇甘庄村党支部书记侯卓介绍。租用
农民已经废弃不用的土窑洞，改造升级为冬
暖夏凉的牛舍，“窑洞养牛”模式实现了一升
一降，提升了养牛效益、降低了养牛成本；一
增一减，增加了土地利用率、减少了农业资
源闲置；一少一多，牛的疾病少了、产犊成活
率高了；一去一留，去除了残垣断壁、保留了
乡愁记忆。“2023年，我们的窑洞养牛还入选
了高考文综试卷的地理考题呢。”侯卓颇为
自豪。

走“小群体、大规模”路子，农户养殖与
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同步推进，是平凉红牛产
业一贯坚持的发展原则。在平凉市，既有存

栏几十头、几百头的适度规模养殖场（户），
也不乏投资数亿元，规划养殖超万头的龙头
企业。“在养殖规模上，我们始终坚持宜小则
小、宜大则大的原则。”平凉市牛产业开发办
公室工作人员张长庆告诉记者，平凉红牛养
殖已初步形成了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
窑洞养牛就是其中之一，农民自己种植青贮
玉米，玉米成熟后连带秸秆喂牛，牛粪又是
种苹果、玉米的好肥料。“我们平凉市的静宁
苹果驰名中外，离不开红牛牛粪的加持。”
张长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同时，龙
头企业也同农户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的
循环模式，通过“订单养殖”“寄养代繁”

“托管代养”“户繁场育”等方式，既降低
了企业养殖成本，又确保农户享受产业
发展的收益。

“坚持生态养殖的平凉红牛，喝的是山
泉水、晒的是日光浴、听的是轻音乐，最重要
的是吃上了‘爆米花’。”旭康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程强介绍，目前部分平凉红牛已经实
现了“谷饲”喂养，将秸秆用气喷破壁技术制
成活性发酵饲料，牛吃了这种饲料相当于吃
益生菌，能够促进牛肉脂肪与纤维更好融
合，更容易沉积“雪花”。不仅如此，平凉红
牛的喂养已经精细到了“按龄施喂”，不同月
龄的红牛有不同的饲料配比，确保红牛获得
最好的养殖保障。

强产业——
本土牛怎样“牛”起来

“平凉红牛”品牌价值达到222.77亿元，
累计培育存栏万头以上产业强镇（乡）22个，
存栏千头以上养牛专业村 67 个，规模养殖
场369个。2024年，全市牛饲养量105.76万
头，出栏量48.66万头。一系列数据显示，平
凉红牛产业发展已经渐成气候。

品种是引领产业发展的核心，随着平凉

红牛新品种培育工作的深入推进，平凉红
牛体高、体长、十字部高，胸围、腹围、腰角
宽……这些基础数据的采集已成为育种科
研工作者的日常，而一项项基础数据的收
集，也逐步积累起平凉红牛育种攻坚战的基
石。在平凉红牛育种场，常年从事平凉红牛
育种研究的北京牧医所研究员张路培正在
整理各项数据，“随着数据库日渐丰富，现代
基因技术的应用让我们在小牛刚出生时就
可以判定它的基因是否优良，从而大大加速
品种培育的进程。”

在张路培看来，平凉红牛的前景绝不仅
仅是一个地方特色品种，“目前，我们的高端
牛肉市场和产业都高度依赖国外种源，中国
人对食品风味的要求很高，平凉红牛所携带
的中国本土黄牛基因，恰恰在牛肉风味特征
上具有优势，通过选育加以优化利用，市场
前景十分广阔。”据悉，平凉市已经组建平凉
红牛育种群3500多头、核心群1000多头，品
种培育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除了牢牢攥紧“牛芯片”，近年来，平凉
市在牛产业企业培育和品牌打造方面成效
颇丰。“培育牛产业化龙头企业 30 家、链主
企业19家，培树企业品牌21个，研发生产冷
鲜肉、熟肉制品、生物保健品等产品 7 大类
118种，在国内大中城市开设实体专卖店、直
营店 60 多个，‘平凉红牛’旗舰店也入驻了
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说起平凉红牛这几
年的“延链”成果，徐保学如数家珍。

“平凉是旱码头，它以黄土高原为大背
景，跟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连起来……我对
平凉红牛非常有信心。”数年前，我国草业科
学的奠基人、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老先生曾对
平凉红牛深情寄语。如今，经由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型之路，平凉红牛正奋力向前，

“驮”着陇东高原上的老百姓昂首阔步奔向
乡村振兴。

据（农民日报）

甘肃省崇信县黄寨镇白新庄牛产业基地，饲养人员正在饲喂平凉红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