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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德州B044

九达天衢，固农之
本；神京门户，味起德州。

芳菲四月时，德州市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德
州味”在京发布，为首批
30家“德州味”授权企业
授牌。迎着各地媒体的闪
光灯，授权企业代表们宣
读《农德宣言》，作为全国
首个粮食亩产过吨、总产
过百亿斤的地级市，德州
的农产品不断进行“七十
二变”。

什么是“德州味”？不
仅有德州扒鸡的香、保店
驴肉的鲜和乐陵金丝小
枣的脆，走进每一个县市
区，都会有让人尝之难忘
的味道。

一进禹城，“中国功
能糖城”的牌子引人注
目，道路两侧，整齐列着
木糖醇、低聚果糖、麦香
园馒头等标牌，这座不产
糖的城市是怎么变甜的？

从“压榨”玉米1 . 0
到功能糖产业“朋友圈”

晶莹得像白砂糖，但颗粒略
大，舀一小勺放进嘴里，慢慢化
开，清凉，津甜，非常爽口。

“这是功能糖的一种，叫‘赤
藓糖醇’，吃起来很甜，又不长
胖。”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李霞笑着解释，因为它不
参与人体血糖代谢，成为目前国
家卫计委唯一认定的0热量糖醇
产品。这也是现在颇受年轻人青
睐的无糖饮品的主要原料之一，
网红饮料元气森林的出现，让它
成为继木糖醇之后又一被人津
津乐道的功能糖。

而“功能糖”的出现，还要回
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在中科
院和农科院的努力下，禹城建成

“旱涝碱综合试验区”，玉米产量
和质量大幅提升。在实验室里，
科研人员把玉米中甜的成分提
取出来，发现甜度和蔗糖、白砂
糖一样，这种以玉米为原料的低
聚糖就被称为“功能糖”，能不被
人体肠胃消化吸收而直接进入
大肠为双歧杆菌所利用。

研发完成，亟待落地量产，
极力“压榨”玉米的价值。1997
年，国内首家低聚糖工业化生产
工厂在禹城建成投产，此后当地
人再说起玉米，有了句“脱光扒

净，吃干榨尽”的顺口溜，这座城
市，很多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现在的上市公司副总裁李
霞，那时还只是刚毕业到车间一
线工作的普通工人。她负责生产
线上的第二道工序，给稀释到一
定浓度的玉米淀粉加入某种酶
转化成糖。那时老板和员工加起
来，不过十余人，183天，他们把
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工业化产品，
没有专用设备，就自己研究工
艺、重新组装设备。生产第一批
产品时，李霞在生产线上蹲守了
两天两夜，困了就趴在一边打个
盹，玉米淀粉原料从一头放进
去，成品——— 那些看起来像面
粉、尝起来有点甜的低聚麦芽糖
从另一头产出来，这是中国首批
工业化生产的功能糖。

随后几年，山东龙力、百龙
创园、禹城绿健等20多家功能糖
企业入驻，逐渐形成一个功能糖
产业“朋友圈”。2005年，禹城被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发酵工
业协会评为“中国功能糖城”。

这一年，也是禹城功能糖产

业的转折点，开始进入世界供应
链体系。对此，保龄宝淀粉糖厂
厂长高义国印象深刻。他进入保
龄宝后，从专科毕业的管道疏通
清洁工成长为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的高级工程师，参与的
第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合作项目
就是为可口可乐生产果葡糖浆。

在正式合作前的2003年，可
口可乐曾派人到保龄宝考察，尽
管刚完成升级的生产线已是国
内领先水准，但仍达不到对方要
求：菌类含量高、自动化程度低。
高义国等人接过可口可乐公司
给的300多页资料，对照着35项
检测指标进行改进，很多人认为

“没见过，不可能做成”，他却享
受这种挑战，边自学边摸索，带
领团队成员不断试验，终于以精
准控制蒸发负压和离子交换操
作手法改善了产品口感，让可口
可乐的人惊呼“意想不到”。

2009年，保龄宝成为行业首
家上市公司；2021年，百龙创园
上市，功能糖概念更加深入人
心。开辟国内空白，打开国际市
场，为了避免同质化竞争，禹城
功能糖产业进行“二次创业”，引
导各企业差异化生产，从功能糖
原料供应向终端产品发展。

如今，李霞和高义国他们开
始做更多的尝试，不仅是科技创
新，更注重面向消费者研发营养
健康的食品。

小麦的变形之路
老手艺香，新方式广

刚出锅的馒头，散着热气，
麦香扑来，咬一口，劲道，越嚼，
越有丝丝的甜漫上舌尖，挑逗得
味蕾欢愉起来，很想快点咬第二
口，又舍不得咽下这一口。

空心面也出锅了，面细如
丝，汤色透亮，闻着就勾起馋瘾，
入口，柔、润、爽、滑，小孩吃得开
心，老人吃得舒心，难怪这碗传
承了300多年的面进了德州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受益于禹城北纬37度黄金
小麦产区的优势，这里的小麦面
筋度高、蛋白含量高，磨出的面
粉做成面食后口味更佳，以麦香
园馒头和大通手纺面为代表，禹
城的面食企业走过了一条从

“苦”变甜的路。
禹城市麦香园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邵燕，人称“馒头姐”，
人生三起三落，想把山东大馒
头卖到全世界。2009年，她投资
30多万建起馒头制作工厂，找
大师算运势，对方急道：“快打
住！人家投资馒头厂用3000元，
你投30万，这生意肯定血本无
归！”她听后，反而更坚定了要做
成的信念。

她自16岁进入粮油系统工
作，一直和粮食打交道，1 9 9 4
年下岗后，29岁的她先后创办
粮食收购厂和面粉加工厂，生
意红火起来人却累病了，病好
后，她又起了“做没有添加剂的
健康馒头”的念头，想为自己积
累“福报”。

但无添加剂的馒头偏黄偏

小，口感虽好、卖相太差，每天生
产几千斤，几乎卖不出去，好几
百麻袋的馒头只能丢掉，半年就
亏了十几万，急得邵燕经常晚上

“哇哇哭”。给她送无添加定制面
粉的小哥劝道：“大姐别干了，我
看着都不忍心。”

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打开
销路，邵燕主动联系县里卖了十
多年馒头的老秦，免费供应。对
方以为她在开玩笑，直说“滚一
边去”，她忍着落泪的难堪说：

“大哥，明早我就给你送800斤馒
头，一毛钱不收。只有一个条件，
你明天别卖别家的了，就把我的
送出去。如果以后还没人要，我
绝对再不打扰。”第二天，几乎每
来一个人，老秦就解释一句，凭
多年攒下的顾客缘才把这批馒
头卖出去，他再也不想看见邵
燕。但第三天，当他恢复原来卖
的馒头后，却有几个顾客问他

“黄馒头还有吗”。慢慢地，越来
越多人想买这种，麦香园的馒头
也在更多门店铺展开。她继续改
良，形成“三醒三发，八道压面”
的制作工艺，将馒头以3元一个
的价钱卖到北京，2015年甚至在
沪交所挂牌。

蒸蒸日上的同时，瓶颈也出
现了。即使同一批次的面粉，由
于小麦品种杂乱，导致馒头口感
不一，邵燕开始和农民合作建小
麦种植试验田，提出“主食产业
化与大农业融合”的发展思路，
摸索小麦全产业链化生产模式。

大通手纺的故事则更悠久。
康熙42年，皇帝南巡经过禹城，
落脚大通客栈，掌柜的做了手纺
发酵面，深得帝心，皇帝六十大
寿时又召他进京做面，御赐“大
通手纺”题名。辛亥革命后，手纺
发酵面第五代传人王尚贤回乡
开设面馆，做面的手艺流传开。
2008年，这一制作工艺的第九代
传承人王富林，创办德州市锦盛
园食品有限公司，继承传统的发
酵、“8字形”缠面、拉抖面丝等手
法，结合现在的膳食结构，改良
车间设备和环境，多次实验，制
作出可批量生产的手工发酵空
心面。

老手艺免遭失传，推广却任
重道远。开始，他们想让产品进
驻沃尔玛超市，但要交20多万的
费用，随着申请“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现在
几乎可以免费入驻，也能接到如
小米优选这类电商品台的入驻
邀请。

“未来，我们也要向产业链
方向发展，建自己的小麦种植
区，实现从田间到餐桌一条龙服
务。”王富林说道。

有身份证的食品链接未来
“让全世界品尝到德州的甜”

2020年疫情期间，王富林接
到一位父亲的电话，他说自家孩
子得了白血病，很多东西吃不
下，就想吃大通手纺的面，但长
春那边买不到了，想从工厂订一
些。还有一位上海的老红军，80
多岁，吃到朋友送他的面后觉得

很好，不会网购但会用支付宝，
就打电话来工厂问：“能不能寄
过去一些？”

“作为一个被山东宠着的孩
子，我也太幸福了……”山大二
院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常超曾
在视频里吃着馒头感慨道。她手
中的馒头，就是来自麦香园的10
万个大馒头之一，为山东援鄂医
疗队带去了来自家乡的慰藉。

那些瞬间，像一颗颗糖，融
入寻常生活，添了美好滋味，
那天在“德州味”品牌发布会
上，李霞兴奋地说：“我们是德州
的甜！”

从一粒小麦到馒头、面条，
从一棵玉米到功能糖产品，禹城
的农产品精深加工正向品牌化、
数据化和产业链化的模式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实现对玉
米的数据化追踪。”在保龄宝，高
义国介绍道，产品生产出来后，
通过对其指标的检测，可以追溯
到原材料的种植情况，反向推动
玉米种植管理的标准提升。

麦香园则在开发“云上农
业”的软件，计划建立粮食产业
链的生产、管理、存储、加工、销
售追溯体系，已经完成小麦种植
阶段的数据化，通过数据大厅屏
幕，可查看每一基地的种植状
况。邵燕说：“我要做第一个有

‘身份证’的馒头。不仅要做出中
国最好的馒头，还要把山东大馒
头推向世界！”

去年，禹城再次被评为“中
国功能糖城”，已形成从一棵玉
米到功能糖产品的“糖链”。禹城
玉米播种面积 7 1 万亩，产量
35 . 36万吨，以保龄宝、百龙、福
田药业为代表的玉米加工企业
功能糖产品占到全国市场份额
的75%左右，全球市场份额的
40%左右，年消耗玉米粒30万
吨、玉米芯25万吨，玉米加工企
业年产值超过70亿元，税收贡献
1 . 4亿元。

在“小麦链”上，小麦播种面
积73 . 74万亩，小麦产量34 . 67万
吨，常年加工小麦200万吨左右，
孕育着麦香园和五得利集团2家
省级龙头企业，禹飞面粉、锦盛
园食2家德州市龙头企业，小麦
加工企业年产值超过30亿元。

“都知道山东面食好，德州
粮食产量高，却没有一个响亮的
品牌。”这是王富林曾面临的困
境，“德州味”的出现，就是让政
府来背书，孵化出更多响亮的本
地品牌。更早之前，禹城曾提出
基于县域的区域公用品牌“禹种
不同”，自2016年省厅开展山东省
知名农产品品牌申报以来，禹城
已有5家企业的8个产品获批为山
东省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
是德州市获批最多的县市。

由农业生产大市向农产品
品牌强市转变，“德州味”让德州
农产品品牌形成合力，德州市现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正步入新阶
段。“下一步，协同大健康产业发
展规划，禹城继续加大对农产品
精深加工产业的扶持力度，结合

‘德州味’打响品牌。”禹城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许胜虎表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马志勇
见习记者 孙艳平
通讯员 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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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香园食品有限公司外景。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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