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土屋灶台到无菌车
间，制作技艺产业化

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杜土

鸡”为核心，沧州阿杜食品有限公司不

仅发展出华北土鸡加工、销售为主，禽

类繁育、养殖为辅的产销链条，还让公

司成为“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优秀示范

基地——

““沧和胜沧和胜””葡萄葡萄

获绿色食品认证获绿色食品认证
■ 本报通讯员

日前，沧县和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的“沧和胜”牌葡萄，经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审核，被认定为绿色食品A
级产品。

绿色食品，是指产自优良生态环
境、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实行全
程质量控制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
权的安全、优质食用农产品及相关产
品。绿色食品认证由农业农村部中国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负责评定和管理，
实施的是“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
质量控制，即从产地环境、投入品使
用、生产过程、贮藏运输、销售等各
个环节，都要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管
理，严格控制，防止污染。

沧县和胜农业专业合作社位于沧
县姚官屯乡姜庄子村，占地 5560亩，
主要发展各种果蔬种植、葡萄采摘和
垂钓，养殖林下鸡、雁鸭、鹅等。

和胜农业专业合作社申请认证的
大棚葡萄，严格按照绿色食品葡萄标
准技术规程生产，产地环境、葡萄产
品经专业检测机构检测达到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要求和产品要求，生产现场
经过绿色食品检查员严格检查，最终
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审核认
定。

目前，以绿色食品为代表的优质
农产品已经成为人们消费需求的基本
趋势，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
农正成为助力绿色优质安全农产品市
场供给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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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超级““牛妈牛妈””产下五胞胎产下五胞胎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摄 影 王洪胜

清晨 7点，天色未明，盐山县
利民养殖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胡森林
却早早起了床。

推开隔壁屋门，干草上，4头
黑黢黢的小牛两两挤着，卧在暖气
旁，似乎依旧沉浸在甜美的梦乡
中。

看着小牛憨态可掬的样子，
笑容从胡森林的心底爬上脸庞。
他小心翼翼地抱起一头牛犊，梳
理干净后，再放到母牛身边吃
奶，如照顾婴儿般精心。

“小牛出生后，都是母牛自己
带着，怎么胡森林来当 ‘代理妈
妈’了？”看到这里，相信不少人
都会纳闷。

“对，一般小牛降生后，都是
母牛自己带着。可是俺这 4头牛，
它不一般啊。”胡森林卖了个关
子，又道：“你听说过母牛一胎多
犊吗？”

原来，这 4头小牛犊是同一个
“牛妈”一胎生的。这个新鲜事，

就发生在几天前。
“其实这个‘牛妈’生了五胞

胎，活下来的，是这 4头。”提及
当时，胡森林记忆犹新。

他说，当时他去牛圈查看情
况，发现一头安格斯母牛正生下一
头小牛。此时，旁边已趴着两头降
生的小牛。

“俺们干养殖场也有七八年
了，谁都知道，牛是单排卵繁殖。
一胎生俩犊就不错了，三犊的几率
更低。”顿觉惊奇，他赶紧招呼人
来帮忙。没想到，不一会儿，第 4
头小牛又从母牛产道中露了出来。

“可能是一胎多犊的原因，
这几头小牛的身量都偏小。平常
出生的牛犊一般重二三十公斤，
可这 4 头犊，每头也就十多公
斤。”他们赶紧抱着湿漉漉的小
牛犊进了平日里自住的房间，并
用吹风机为它们吹干皮毛。

考虑到“牛妈”精力有限，怕
它照顾不周，胡森林主动当起了

“代理妈妈”。他从母牛那里挤来初
乳，一一喂给小牛犊们。没想到，
就在他们忙碌时，这头母牛又生下
了一胎，但可惜的是，因产程太
长，这头小牛犊已经死了。

一胎产五犊，谁听都惊奇。那
几天，前来给胡森林道贺的人不
少。

“现在说起来，还跟做梦似的
呢。没想到这么低概率的事儿，会
发生在俺们养殖场。”胡森林说，
从创办以来，利民养殖有限公司一
直以繁种、育肥为主要业务。养殖
场现存栏有100多头牛，除了40多
头育肥牛外，剩下的都是繁殖母
牛。

一胎多犊，牛的体质更弱，成
活率要更低。这段时间，保障这几
只小牛犊平安无恙就成了胡森林的
主要任务。

首先得注意保暖，胡森林把牛
犊放到了自住的屋内，又精心铺上
了毛毡和干草；7天之内一定得让

母乳跟上，这样小牛体内才能产生
抗体。每 6个小时，都要喂上一次
奶；补充药剂，给牛犊增强体质
……这些年积累的管理经验派上了
用场。

“一天一个样，你看，现在都
知道撒欢了。”这不，刚吃饱了，
小牛就活泼起来，又拱又蹦，好不
自在。

“虽然一胎多犊是个小概率事
件，但是小牛能成活下来、健康成

长，是对我们管理技术的考验。”
胡森林说，这几年，养殖场已经探
索出一套科学管理方法。在小牛犊
的成长中，他们还会注意观察、总
结经验，让养殖场的管理更加高
质、高效。市农业农村局畜牧技术
推广站站长王连杰说，牛是偶蹄科
动物，单排卵繁殖，一胎两犊就不
多见，一胎三犊几率更低，约五十
万分之一，而且很难成活。一胎五
犊，实属罕见。

本报讯 （记者张梦鹤 通讯员殷
文红 李粲）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近日我市新认定沧州渤海新区
现代渔业园区等 12 个园区为市级现
代农业园区。截至目前，全市市级
农业园区已达 102家。

这 12 个园区分别为沧州渤海新
区现代渔业园区、孟村回族自治县
牛进庄乡保森现代农业园区、南大
港溢香源现代农业园区、南皮县乌
马营镇土鸡生态养殖现代农业园
区、南皮县潞灌乡培耕现代农业园
区、泊头市王武镇蛋鸡现代农业园
区、青县金牛镇汇林冬枣现代农业
园区、青县流河现代农业园区、青
县新兴镇天禾木现代农业园区、沧
县大官厅乡枣产业现代农业园区、
沧县大官厅乡蛋鸡现代农业园区、
沧州市运河区南陈屯乡沧州印象·大
运河生态文化现代农业园区。

近年来，我市把创新创建现代
农业园区作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
抓手，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
为基本原则，在规模化种养的基础
上，把现代农业园区建成水平先进
的区域现代农业发展平台。一方
面，相继出台支持政策，把创建现
代农业园区列入每年市政府重点工
作，并由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园区建设。另一方面，把全市农业
农村工作与现代农业园区推进工作
紧密结合，以“加工、销售、科
技、服务带动种养”为主线，以

“技术、标准、品牌”为纽带，推进
园区做大支柱产业，做优特色产业。

目前，全市现代农业园区已形
成龙头带动型、产业集聚型、创新
驱动型、融合发展型、科技引导
型、绿色生态型、链条辐射型、农
旅结合型等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现代农业园区在建设规模种养基
地、扩大科技研发应用、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推动现代农业发
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
用。

我市新增我市新增1212家家

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市级现代农业园区
全市市级园区已达全市市级园区已达102102家家

临近年节，位于南皮的沧州阿杜食
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忙碌的氛围
愈加浓厚。

干净整洁的生产线前，工人正忙着
给已经脱酸的白条土鸡涂抹腌料，再配以
古法揉搓。另一边，几名工人拿着桃木签
为腌制好的土鸡定型，动作娴熟利落。

“桃木可以去腥。你看，固定完
了，造型是不是像草堂的屋盖？”公司
负责人杜友刚比划道，“这就是俺们

‘阿杜土鸡’的由来。”
他说，“阿杜土鸡”相传由我国唐代

著名诗人杜甫所创。因形似草堂房盖，
故又名“杜甫草堂鸡”。“但后来，失传
了很久。有文字记载，‘阿杜土鸡’最早
可以追溯到清朝咸丰年间。清末时，张
之洞每次回乡都要吃‘阿杜土鸡’，回京
时还要带上一些送给亲朋好友。”

杜友刚家几代人一直以制作、售卖
“阿杜土鸡”为生。小时候，他就经常
听父亲说起，高祖当年是如何在家里的
土屋灶台制作一只只杜家老烧鸡，再走
数十里路，推着小木车到运河边售卖给
过往行人。

如今，他已是杜氏家族的第五代传
人。如何传承原汁老味道，实现产业化
发展，是他的目标，更是肩头重任。

精细制作技艺，细化原料配比，
改良古法是第一步。腌制、定型，还
只是制作的开端。定型后，土鸡还要
涂以蜂蜜，晾上 10个小时。其后，再
放入老汤锅中，享受 5个小时的“老汤
浴”。

“这口汤，可大有讲头，是用俺高
祖传下来的秘料熬制的。卤制后，再焖
制 5个小时，才能算得上是正宗的‘阿
杜土鸡’。”说起制作技艺，杜友刚没有
一丝马虎。

他注册了“阿杜鸡”商标，申请了
烧鸡造型及包装袋的外观设计专利。前
两年，他还建起阿杜土鸡博物馆。游客
来了，不仅可以参观“阿杜土鸡”的制
作过程，还可在博物馆里了解“阿杜土
鸡”的“前世今生”。

改良工具，告别土屋灶台，建起
200 多平方米的无菌车间，流水线生
产，是产业化发展的关键。这样，不仅
可提高生产效率，更是扩大销售终端的
基础。现如今，这里每天可加工1000余
只“阿杜土鸡”。

从在外收购到自繁自养，
产业板块多元化

如今，南皮“阿杜土鸡”
制作技艺不仅成了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南皮“阿杜土鸡”
更被认定为燕赵老字号。产品
每天源源不断地销往京津冀地
区几十家“阿杜土鸡”专营店。

但对杜友刚来说，这只是
产业化发展的开始。在稳定了
土鸡加工及销售后，他又把目
光瞄向了产业链前端的养殖部
分。

“这些年，俺们‘阿杜土
鸡’的制作原料，一直都是
正宗散养的土鸡。俺们每年
要生产 100 余万只土鸡，除

了自己建的小规模养殖基地
供料，有 90多万只土鸡都要
从山东的林下散养基地收
购。”杜友刚说。

看准了产业链前端的发展
机遇，近两年，他开始在老家
乌马营镇建设养殖基地。

走进公司位于乌马营镇泊
家村的土鸡养殖基地，树林
里，一只只土鸡在暖阳下自在
漫步，好不悠闲。

“这是俺们的核心养殖
区，170亩的林地，一亩地最
多不能超过 400只鸡。”每只
鸡至少有 1 平方米的活动空

间，可以说是“鸡生幸福”
了。

当然，它们享受的福利可
不只这些。

“杨树叶能吸收二氧化
碳，散发氧气，养殖空气新
鲜。春夏时，除了我们配比
的粮食饲料，这些鸡还能以
青草、小虫为食，‘饮食’绝
对健康。”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它们
的身体健康，养殖基地管理人
员每年还要投喂 4次中药材，
提前进行防疫，照料得相当精
心。

考虑到南皮县自古就有土
鸡养殖的习惯，而且是我国芦花
笨鸡的主产地，公司还向周边农
户发放鸡苗，满足生产需求。

“决定将土鸡收购重心转
到咱乌马营镇后，我们就着意
在周边村庄发展订单养殖，找
的也都是有环境、有能力进行
散养的基地。”杜友刚说，现
在除核心养殖区外，公司还辐
射了 8个养殖基地，涵盖周边
4个村庄近千亩土地。

为此，公司还专门建起孵
化基地，年可孵化鸡苗 200余
万只。

老味新生老味新生老味新生
“““长长长”””出产业链出产业链出产业链

从独乐到众乐，“非遗”产
品成扶贫“暖宝”

散养基地的建设，是产
业链延伸的力作，更被杜友
刚视为让农户们增收的支
点。

8 个 辐 射 基 地 的 养 殖
户，都是生活困难的农户。

“鸡苗孵化后，由公司
养育月余，再免费分发到农
户手中。”他说，一只鸡苗
的市场价格约为 10元，而自
己孵化的成本仅为几毛钱，
即使再算上一个月的饲料成
本，也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降低农户们养殖的门
槛，才能辐射更多人。”除
了鸡苗，他们还会为农户们
定期培训养殖技术，降低养
殖风险。

不仅如此，统一供料，
订单回收，也让农户们的生
活多了一份保障。

公司所需的土鸡都要养
殖 1 年至 1 年半多，除了订
单卖鸡的收益，这期间，每
只鸡产的蛋，就是农户们另
一份收入了。

“俺们算过，一个养殖
周期，农户养一只鸡能赚到

200 多 元 蛋 钱 。 农 户 卖 活
毛 ， 每 一 只 还 能 再 赚 10
元。”杜友刚说道。

南皮县集北头村的一个
养殖户，在外打工伤了腰
椎，干不了重活。回乡后，
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听
朋友说公司发展养殖基地，
试探着加入，没想到几年间
就把养殖规模扩大到了 5000
余只，每年单卖活毛收入 5
万余元。

为进一步让困难群众增
收，在制作技艺及销售环
节，杜友刚也不遗余力。

“以前，老祖宗这制作
技艺的传承规矩是父子相
传，传男不传女。但到了我
这儿，改变了传承方式。”
生产车间，成了他的帮扶工
坊。除了吸收生活困难的群
众就业，他还将制作技艺悉
心传授，不仅可年均增收 1
万余元，更让他们有了一技
之长。公司还因此被认定为
沧州市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优
秀示范基地。

对于有能力的年轻人，杜

友刚更鼓励他们开起销售加盟
店，借助“阿杜土鸡”鼓足腰
包。

工人张亮与母亲在南皮
县生活，日子并不富裕。因
爱好餐饮，在杜友刚的支持
下，开起加盟店，如今已有
3 个年头。现在，每天店里
营业额可达 3000 元，其中，

毛利润 1000元左右。
“既能把老祖宗的手艺

发扬光大，又能让大家增
收，何乐而不为？以后，我
们还要再将产业链延伸，争
取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
今年，杜友刚又在泊家村流
转了千亩土地，明年，他还
要向饲料原料种植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