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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爾沁牛肉打上身份二維碼
活牛供港十八載 品質達歐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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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李寅舟、谷昕澤、
趙倩婷科爾沁報道：日前， 「范長江行動─
2017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參訪團來到蒙古
王酒業，除了品聞庫房濃香的白酒之外，還得
到機會近距離接觸 「白酒品酒師」的工作情況
。蒙古王酒業白酒品酒師才向東透露，這個職
業可不是有夢想就能擔任。除了酒量一定要好
之外，敏銳的感官能力亦是必不可少的。

誰說猛烈的白酒永遠只是男性餐桌的點綴
品？身為女性的才向東1990年從化學分析專業
畢業後即成為一名職業品酒師，如今已與白酒
為伴二十七載。 「做白酒品酒師，一口氣半斤

以上是基本中的基本吧？」才向東指着面前70
多度數的原漿酒笑着說。

品酒師除了酒量好，品酒師還需要能夠在
「一聞一品」中立馬分辨出清香、濃香、芝麻

香等不同的白酒香型。才向東解釋說，除了一
系列的理論考試外，在成為品酒師的道路上必
須經過感官質量考核，如把五杯酒按質量的高
下排序，指出每杯酒的不同香型等，並在數杯
酒中找出香型重複的幾杯。如果沒有一定的天
賦，僅靠後天不斷喝酒，這類能力亦是難以達
到的。

作為古老的遊牧民族，蒙古族人民愛酒，

也非常擅長釀酒。蒙古白酒屬於濃香型，特色
是用雜糧釀製，由於製作過程需要用到傳統工
藝，所以頗為複雜。如果釀製過程中有一點兒
不正確的地方，也會影響到酒的味道，因此在
釀酒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必須把原漿酒儲存一
年以上，然後再做勾兌調味，後再儲存約半年
以上，才可進行包裝外售。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白酒的包裝也極具特
色。以蒙古王為例，不同類型的酒會配上不一
樣的包裝。比如用到蒙古民族服裝做概念，或
是用武士盾牌的小飾品作配搭，使產品極具文
化特色。

草原品酒師：味蕾敏銳酒量好

▲港生在蒙古王酒業現場 「品酒」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科爾沁草原素有 「黃牛之鄉」的美譽，
是科爾沁牛、西門塔爾牛的繁育基地。五十
年來，西門塔爾牛在科爾沁草原得到大面積
推廣和養殖，形成了中國西門塔爾牛草原類
群，為牛肉產業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牛源。
目前科爾沁區轄有5個國有農牧場：胡力原
種繁殖場、莫力廟羊場、哲南農場、三義堂
農場、半截店牧場。當地堅持 「壯大、扶優
、扶強」的原則，因此肥牛養殖、母牛養殖
、肉牛加工生產以及牲畜交易市場的規模都
很大，堪稱牛產業大市。

民眾減食肉量保供港牛
根據科爾沁牛業有機肉牛養殖基地工作

人員的介紹，在科爾沁牛業尚未發展成熟的
1999年時，內蒙古通遼市就主動爭取供港配
額，並自2000年1月1日起實施《供港澳活牛
檢驗檢疫管理辦法》後，成為內地供港最重
要的牛肉來源地之一。由於當時出肉率不高
，為了有限保證供港牛肉的數量與質量，當
地人還主動減少了自己的食肉量，而也正是
靠着這種為客戶着想的服務意識，當地牛業
發展十分迅速。

在科爾沁牛業，港生們不僅興致勃勃地
與個頭碩大、皮色油亮的精品牛來了個 「親
密接觸」，還頭一次走進科爾沁牛業的屠宰

與生產車間，親見了一頭牛是如何變成各式
各樣牛肉製品的。在了解到當地牛肉曾長期
供港後，港生們更添濃濃興致，紛紛向企業
負責人追問精品牛的飼養加工等問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科爾沁牛業的每一
塊牛肉在入廠後都會被電腦按順序登記，就
像人類擁有身份證號碼一樣，它們也都有證
明自己身份的二維碼。每位消費者要想追溯
了解 「牛肉的一生」，只要掃一掃包裝紙上
的二維碼， 「是公牛還是母牛、飼養的廠主
是誰、牛是吃什麼飼料長大的」等信息都可
一目了然。

德國技術人員現場監理
科爾沁牛業始終重視牛肉的質量保證，

並擁有極高規格的牛肉審核過程。在內地，
科爾沁牛高標準的生產製作標準和衛生監控
體系，一直堪稱全國典範。目前，科爾沁牛
業通過歐盟進口生鮮標準，工廠的設計和建
設都嚴格按照歐盟食品衛生標準完成，並建
立了HACCP食品安全質量控制體系。

科爾沁牛業還是內地唯一由德國設計院
設計，經歐盟衛生部門認可設計方案後建成
的企業。工程建設全程由德國工程技術人員
進行嚴格的現場施工監理，是一項完全符合
歐盟標準的肉食品加工工程。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因為得天獨厚的自然
條件，內蒙古一直是供港牛肉的重要來源地。日前， 「范長江行動
─2017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 參訪團就來到內蒙古科爾沁草原
，深入採訪科爾沁牛業的發展運營情況。擁有歐盟食品衛生標準的
科爾沁牛業一直以其高品質牛肉產品成為內地牛肉業的翹楚，2000
年開始供港活牛。令人驚嘆的是，現在每一塊科爾沁牛肉都有專屬
的 「身份二維碼」 ，借此消費者便可用電子手段追溯到這塊牛肉的
全部重要信息。

大公報實習記者黃璟瑤、吳長青、李嘉韻、黃倩婷科左後旗報道

一頭牛的美食宣言
我是一頭在科爾沁大草

原土生土長的西門塔爾牛，身為優質高檔
牛肉品種，我不僅育肥效果好，屠宰精肉
率高，而且肉質鮮嫩，質量優良，深受人
們喜愛。從出生開始，我就在大草原上遊
玩，食用由檸條製成的無污染綠色飼料及
純天然優質牧草，在標準化的養殖基地中
漸漸長大。

經過三年的培育，我已經達到了屠宰
標準。科爾沁牛業是一家清真企業，為了
讓我少些痛苦，他們一直採用傳統的清真
屠宰方法。我的身體在進入生產車間後被
分成了許多小的部分，而每個部分的加工

都要經歷十幾個環節，每個環節都有一位
專門的工作人員負責，保證不會遺漏任何
一個步驟，讓到消費者手裏那部分保持最
好的口感質量。其後通過仔細包裝、冷藏
等步驟，我就被運輸到各地菜市場、超市
等地，再走上廣大市民的餐桌。

除了一般的食用肉部分，我身體的其
他部分也可以被充分利用。比如牛脂肪，
屠宰分割過程中會把多餘的脂肪剔除，積
累後煉製成牛油；牛血通過蒸煮、乾燥等
步驟可以做成血粉對外銷售；牛骨頭經過
化製，提煉成肉骨粉出售，或者直接售賣
用於熬湯滋補；牛角經過漂白、打磨等工

序可以製造成牛角梳或其他工藝製品……
全身被充分利用。

（實習記者 黃璟瑤、吳長清）

▲養牛合作社裏的牛群
大公報實習記者黃璟瑤攝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穎雯、蘇
琬斯庫倫報道：蕎麥，起源於中國，最
早在公元前5世紀《神農書》中就將蕎列
為八穀之一，不僅可以當作糧食，亦有
藥用價值，《本草綱目》就曾提及 「苦
蕎味苦，性平寒，能實腸胃，益氣力，
續精神，利耳目，煉五臟渣穢」。在現
代的研究中，更發現蕎麥有降血壓血脂
血糖的作用。

內蒙古通遼市庫倫旗盛產蕎麥和雜
糧雜豆，蕎麥年產1500萬斤以上，一直有
「中國蕎麥之鄉」的美譽。2006年， 「庫

倫蕎麥」通過了國家工商總局原產地商
標認證註冊。

如今，庫倫的蕎麥黃酒、蕎麥白酒
、蕎麥米、蕎麥麵等系列產品不但在內

地銷售，更走出國門，遠銷至日本、韓
國、新加坡等地。

據了解，庫倫的蕎麥均是純天然
的。經動物試驗後證明除能起保
健功效外，還能抗氧化，控
制糖尿血糖、有降血脂等
功效。

此外，研究還
發現，當地的醫
藥 公 司 利 用 蕎
麥加工提煉製
成的油菜蜂
花粉對前列
腺病的治
療很有幫
助。

庫侖蕎麥遠銷星日韓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張善雅科右中

旗報道：近年 「有機」概念盛行，不少港
人崇尚有機生活，日前，一眾香港傳

媒學子參觀了數家內蒙古企業，
它們的產品有一個共同點
─ 「有機」。

內蒙古科沁萬佳總
裁李紅玫告訴港生

， 「由2008年開始
，企業每年出口

200 噸 味 噌 往
香 港 。 而 公
司的產品原
料 就 是 以
有機為主
。」在參

觀途中，一些香港學子更親嘗以有機原料
製作出的味噌湯，不少學子在湯剛盛出時
，已聞到陣陣黃豆清香。

二龍屯公司副總經理羅偉軍也指， 「
銷往香港的黃金米、翡翠米和黃金苗都是
有機米，而且10分鐘內便可煮熟，很符合
香港人的需求」。金格勒公司副總經理盧
陽則表示， 「我們公司除了銷售雜糧外，
就是有機葵花籽油、有機亞麻籽油、有機
調和油等。」

據了解，十多年前，內地有機企業就
已超過千家，有機食品種類也超過千種，
而價格一般高出普通食品3-5倍。綠色食
品、有機食品似乎已成為優質食品的代名
詞，而在供港食品領域， 「綠色有機」更
成為一種持續強勁的風潮。

供港食品盛行有機風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崔珺涵烏蘭浩
特報道：唐朝鑒真和尚將中國傳統醬傳到日

本，經日本傳承發展，形成了味噌。如今，人
們都知道味噌是日本醬，卻不知它是在中國醬的

基礎上演變而成的。過去，味增多是由日本進口，
近年來，內蒙古企業科沁萬佳公司的味噌產品卻反過

來遠銷日本、美國、歐盟、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可以說，這
家中國內蒙古的企業，幫助中國醬菜打了一個翻身仗。

味噌工廠是內蒙古萬家食品有限公司的第一個工廠

。科沁萬佳生產味噌的工序尊重原料和傳
統的釀造程序，就是為了保存原料的營養價
值與口感。一位生產線上的老工人告訴港生，
只有這樣，生產出的味噌入口後，人們才會感覺
飽滿。

科沁萬佳總經理于海龍說： 「對於調味品出口，
我們深有體會，它不僅僅是一種商品，更是中國食品
的使者。在這一點上，我們肩負着重大的責任和希望，
我們的產品到了海外，它就代表着中國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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