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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水产是我市五大千亿级产
业集群之一，肉牛产业作为我市畜牧
业的支柱产业，是畜牧水产千亿级产
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质生
产力赋能肉牛产业向安全环保、高效
高质发展，是推进现代化畜牧业建设
的重要途径。因此，市委、市政府、市
政协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
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列为年度专题
协商议题。本期《委员关注》，市政协
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围绕如何加
快培育畜牧领域新质生产力、助力肉
牛产业“牛”起来，为全市畜牧工作把
脉问诊、建言献策。

科技引领，
驱动肉牛产业“牛劲十足”

滨州是全国畜牧优势产业区。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肉牛
产业发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夯实
全链条发展基础，肉牛产业得到持续
快速发展。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
着力点。对此，市政协成立专题调研
组，对吉林、内蒙古等省市及我市肉
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了现场
考察、深入调研，并召开专题协商会
议，围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赋能
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组织部分政协
委员和市直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进
行座谈交流。

据统计，2023 年底，全市存栏肉
牛 39.24 万头，出栏 68.16 万头，年屠
宰能力达 120 万头，肉牛存栏量、出
栏量、屠宰能力和屠宰量均居全省第
1 位。我市牛肉冷链物流配送达 50
万吨，成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

等地区牛肉产品主要供应地，分别占
北京、天津清真市场份额的 30% 和
50% 以上。2023 年，滨州畜牧业全
产业链实现总产值1345.08亿元。

听音乐、做按摩、睡“软卧”……
在亿利源 5G 牧场享受“贵宾”待遇
的，正是身价不菲的鲁蒙黑牛。阳信
亿利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的5G牧场
总投资1.2亿元，是我国首个采用5G
技术管理的数字化智能牧场。牧场
内，每头牛均配有电子耳标和智能项
圈，用以精准识别其身份、体征和行
为信息，实现了肉牛育种、繁育、育肥
等全过程的可视化、数字化管理，开
辟了肉牛规模化高效养殖新路径。

“我们成立了山东力牧种质资源
有限公司，对传统牛品种进行改良，
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黑牛新品
系、新品种。引进数字化管理，给牛
建了‘中央厨房’，真正实现现代数字
化肉牛企业管理。”阳信亿利源清真
肉类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振刚说。

良种是肉牛产业的“芯片”。阳
信县是中国优良畜种鲁西黄牛、渤海
黑牛的主产区，拥有多种肉牛良种。
凭借得天独厚的肉牛产区、种源优
势，近年来阳信县牵头与大型公司、
科研院所等进行产学研合作，共同培
育高端品牌肉牛新品系。在此机遇
下，亿利源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端黑牛新品系“鲁蒙黑牛”。

对于畜牧产业来说，促进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至关重要。市政协专题
调研组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我市肉
牛养殖及加工的企业中，中小企业居
多，科技创新能力有限，在现代化养
殖技术、品种培育、精深加工等方面
有待进一步提升。

市政协委员刘俊利建议，鼓励支
持发展高效设施肉牛养殖，推广集约
养殖新模式，开展全过程数据管理和
分析服务。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
范场和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创建，加
快发展畜牧新业态。推动平台应用，
借助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推进养殖、免疫、检疫、运输、屠
宰、粪污资源化利用、监督检查、应急
指挥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和智能监
管，实现全要素、全链条质效匹配，提
高畜牧业数字化、智慧化水平。

市政协委员周国辉建议，率先培

育一批竞争力强的创新型、科技型领
军企业，加快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
带动全产业科技水平提升。加强招
才引智，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肉牛
新品系培育、牛肉产品深加工等技术
研发和人才培养项目。制定和实施
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吸引国内外顶
尖专家、学者投身肉牛产业，建立人
才激励机制，从待遇、科研经费、职业
发展等全方位吸引并留住高端人才。

数智赋能
助力肉牛产业“牛气冲天”

数字化、智慧化是产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
关键。阳信牛智谷产业园以打造沿
黄肉牛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为
总体定位，以肉牛产业大数据平台为
核心，建成了集海关监管、智能冷链、
仓储物流、数据服务、综合监测五大功
能中心为一体的肉牛产业智能中枢。

“我们正在打造的肉牛产业大数
据平台项目已经入选了 2024 年省级
数字化重点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以

数字化的运营加集成化的服务，构建
一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立足阳信县本
地的资源优势，以及全省、全国、全世
界的资源优势，打通上下游产业链。
从实体经济当中提取数据形成数字
经济，再将数字经济反哺到实体经济
当中。实现数实结合，能更好地促进
肉牛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牛智谷
控股（阳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山说。

阳信牛智谷产业园作为全市肉
牛产业发展的先行区、引领区，蹚出
了一条传统产业数字化、智慧化转型
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多年来，滨
州紧盯品种培育、肉牛育肥、肉牛屠
宰、精深加工、副产品综合利用等关
键领域延链补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
独特优势。

“引导全市牛肉产品品牌统一规
划、设计、推广，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形成聚力、聚能优势，支持
品牌推广、电商培育、网红打造，引导
滨州市肉牛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方
向健康发展。”市政协常委曹宁建议，
肉牛企业借助会展、节庆等渠道，大
力开展宣传推介活动，通过讲述品牌
故事，提升品牌影响力。

多方发力
助推肉牛产业“牛势勃发”

肉牛产业是滨州的一块金字招
牌，特别是阳信县有着“中国第一牛
县”的美誉。市畜牧兽医管理服务
中心主任郑红丽告诉记者，滨州的
资源禀赋突出，青贮玉米、紫花苜
蓿 等 饲 草 饲 料 资 源 丰 富 、品 质 优
良，为肉牛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
障。滨州肉牛产业集中度高，除了
阳信县，惠民县、无棣县、博兴县也
是能繁母牛养殖大县。另外，邹平
市、滨城区肉牛规模养殖也是异军
突起。滨州规模较大的屠宰加工
企业有 25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有 2 家，肉牛高新技术企业有 19 家，
形成了良种繁育、屠宰加工、预制菜、
餐饮等绿色循环全产业链。短板是，
滨州肉牛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尚有欠
缺，高层次人才相对匮乏，产学研用
融合还不够紧密。

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
任李景安通过调研发现，滨州肉牛产
业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还需要加大
工作力度。他建议，全面推进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通过科技赋能养殖模式
的创新，建设一批高质量的美丽生态
养殖场。市政协《关于“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 推动肉牛高质量发展”协商
情况报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的批示肯定。市政协农业和农
村委将继续跟踪协商成果的采纳和
应用，灵活运用多种方式，积极推动
协商成果的转化落实；继续关注肉
牛产业发展，组织委员围绕肉牛产
业高质量发展建真言、献良策，特别
是在委员提案，反映社情民意方面持
续发力，力争形成更多高质量的调研

成果和建议，助推滨州肉牛产业
发展。

“最好的牛皮，因为没
有配套产业，不能做成皮
鞋。好牛肉，因为没有技
术优势，预制菜产业没能

实现快速发展。”市政协委
员韩梅海调研发现，我市

肉牛产业的劣势在上游，进
入不了下游高端利润区，延链

补链方面存在短板。如何振兴肉牛
产业高质量发展，他建议，在政策方
面，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出台专项补
贴和贴息贷款政策；在保险方面，丰
富产品种类，设置价格最低、收益最
低保险品种，保证肉牛企业利益；在
融资方面，增加专项贷款、低息贷款、
活体抵押贷款等，让肉牛企业资金“活
水”流动得更快、更畅通；在推广模式
方面，通过“企业+金融机构+养殖
户”，形成三位一体、三方互动、融合发
展的模式。

做 足“ 牛 ”文 章 ，壮 大“ 牛 ”经
济。郑红丽说，下一步，市畜牧兽
医管理服务中心将培强产业发展
新动能，引导支持企业联合攻关，
培育高档的肉牛新品系，搭建产学
研用合作平台，让更多高层次专家
助力滨州肉牛产业发展。建强产
业发展新优势，通过中央厨房、精
准饲喂、智能环控、粪污资源化利
用等新技术推广应用，把短板变成
优势。塑强产业发展新业态，通过
先进的营销模式、电商培育、网红
直播等，促进产销对接，以新质生
产力赋能肉牛发展现代化，不断促
进畜牧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助力
滨州肉牛产业“牛”起来。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助力肉牛产业“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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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信亿利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数字化智能化5G牛场。（资料图）

渤海黑牛。（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