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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预制菜，广义上主

要包括即食、即热、即烹、即配

等食品，是指以农、畜禽、水产

品等为原料，配以各种辅料，

采用现代化标准集中生产，

经预加工而成的成品或者半

成品，只需简单烹调或直接

开封即可食用，具有方便、高

效、出品稳定的特点。近年

来，国内预制菜产业发展迅

速，成为延长农业产业链条、

提高农产品加工增值、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兴产业，

并以每年 20%以上的增幅快

速增长，已形成千亿级的“蓝

海市场”。

采访中，牡丹晚报全媒

体记者还发现，部分预制菜

企业的原材料采购仍与本地

结合不紧密。“我们的羊肉来

自内蒙古的赤峰，牛肉主要

来自巴西、阿根廷的进口牛

肉，叶菜采购于江苏，木耳、胡

萝卜等非叶菜均就近采购。”

潘国梁告诉记者，“主要还是

品控的问题，比如叶菜，我们

采购的全是可进行追溯的，

主要是预防农药残留。再比

如牛肉，我们对瘦肉肥肉比

例、筋膜剔除等要求比较严，

进口的牛肉精细化把控较为

严格。”对此，杨建文也持相同

态度。

目前，我市预制菜涉及

的食品类别主要有罐头类产

品、肉制品、方便食品、速冻食

品等，多家食品加工龙头企

业已经布局或正在布局预制

菜产业，激发出乡村振兴新

活力，助推农民增产增收。

“炒”好预制菜，撬动“舌尖经济”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孟欣

我市高度重视预制菜产业发展，去年年初研究制定了《关

于支持预制菜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大力鼓励、支持预制菜产

业，为本地乡村振兴增添了诱人的“菏泽味道”。11月20日，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多家预制菜企业，一探我市预制菜行

业发展情况。

11月 20日上午，在位于

鄄城县引马镇土车刘村的山

东珍屉食品有限公司预制菜

生产车间里，工人正有序开展

和面擀皮、调制馅料、包制成

型、醒面、蒸制、速冻封装等工

序。整套流程后，独具鲁西南

特色的酱肉小笼包摇身一变

成为预制菜品。“咱的小笼包

采用鲁西南传统面曲发酵，首

创戗面工艺、二次醒发，馅料

是旺火炒制的五花肉粒，采取

纯手工包制，很受欢迎。”公司

总经理潘国梁说。

牡丹 晚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了解到，山东珍屉食品有限

公 司 成 立 于 2023 年 ，是 集

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

代 化 速 冻 食 品 加 工 企 业 。

目前，该公司拥有高标准生

产 车 间 8000 平 方 米 ，研 发

中心和市级重点实验室各

一座。

“作为全国著名的馒头之

乡，鄄城面制品从业人数众

多，仅在外的‘馒头大军’就超

过 10 万人，其独有的面制品

工艺、手艺，更是让鄄城面制

品在行业赛道中独树一帜。”

潘国梁介绍道，“目前，珍屉食

品主要生产各色口味的卡通

包系列产品、肉包系列产品、

卷类产品等特色面点产品。”

“刚开始，公司制定的产

品路线以广式、西式面点为

主，但进入市场后收效不理

想。考虑到鄄城是全国著名

的馒头之乡、为何不生产中

式面点，通过充分的市场调

研，我们开始了研发之路。”

潘国梁回忆起创业之初时的

场景。

小小的包子上，却有着大

大的学问。“相信日常大家包

包子时一定注意到，不少蒸出

来的包子存在漏汁、塌陷、死

面等情况，我们刚开始研制时

也遇到这种情况，且比例很

高，这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是绝

对不能存在的。”潘国梁说，为

解决这一问题，他先后邀请五

得利、中粮等大型企业的五个

技术团队亲临车间，一遍遍不

厌其烦地研讨、尝试，均未取

得有效进展。

在一次回老家看望老人

时，正在蒸馒头的老人一句

话为潘国梁打开了一条全新

的思路。随后，传统面曲发

酵、戗面工艺、二次醒发等词

汇被潘国梁带到研发团队，

传统面点师傅也被邀请加

入，经过不断尝试，终于将难

题一一攻克，但新的难题又

摆上了案头。

“传统面点制作工艺多

凭借经验和手感，企业流水

线式大规模生产却无法做

到。”为了量化生产工艺，潘

国梁又和研发团队一遍遍地

做对比实验，将温度、湿度、

时间把控等因素全面进行精

细量化，形成制作流程和技

术数据，“实验期间，我们最

少用去 10 吨原材料，日复一

日地对比，不厌其烦地实验，

最终攻克了所有难关。”

投产近一年，珍屉食品

通过线上和终端渠道销量渐

增，订单接踵而至。

作为预制菜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首

先是招工难，所幸镇政府结

合用工需求，不定时召开招

聘会，为我们解决了用工问

题。针对企业资金紧张问

题，政府部门帮我们积极联

系银行，筹得资金；技术上帮

着联系院校和科研院所，推

荐进入江南大学等大学深

造；销售渠道上帮着联系电

商团队、直播达人，以及罗永

浩、东方甄选、破冰驿站等平

台 ，助 力 企 业 拓 宽 销 售 渠

道。”潘国梁感激地说。

当日下午，在位于牡丹

区 小 留 镇 的 中 润 食 品 科 技

（山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穿戴全套无尘服的工人正在

生产线上各司其职，忙着原

材料验收、分割切配、调料腌

制、封装入袋、速冻锁鲜等工

序，一袋袋加工完成的腌制

肉品静待订单发货。

“公司成立于 2020年，主

要生产排骨、海带、鸡肉、羊

肉、牛肉等腌制品，目前与夸

父、李先生牛肉面、华莱士等

大型餐饮连锁企业合作，年

产值可达 1.5 亿元。”中润食

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经理

杨建文说。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了

解到，因是订单式生产，中润

食品的员工流动性较大，为

解决这一问题，小留镇政府

充分发挥辖区各乡村党员干

部作用，将招工信息通过村

广播、休闲小广场等渠道散

播出去。“11月底至春节前是

用工高峰期，各村均组织三

五人代表来公司考察工作环

境。”杨建文告诉牡丹晚报全

媒体记者，“员工基本上是村

里 的 留 守 妇 女 ，月 工 资 达

4000元左右，工作时间灵活，

在增加一份收入的同时还不

耽误照顾家庭。”

在鲁西新区万福街道鹿

坊村的众志农产品加工专业

合作社，预制菜生产车间内

正生产着特色预制菜品美食

牡丹罗汉肚。

“众志专业合作社是‘村

企合作’项目，由村集体和个

体企业共同持股，以企带村、

以村促企、村企互动。”鹿坊村

党支部书记鹿群介绍。

除了牡丹罗汉肚，曹州

糟鱼等菏泽市特色美食也在

这里得到预制化转型。独具

本土特色的预制菜品一经推

出，便受到全城各酒店、商超

的青睐。“目前，我们的产品进

入城区一半以上的大中型酒

店，并通过代理向各县区商

超稳定供货。仅牡丹罗汉肚

这 一 菜 品 ，每 日 产 量 便 达

1600斤。”合作社负责人郭超

介绍，羊肉汤、柴烧鸡、红烧黄

河大鲤鱼等特色预制菜品的

生产线也已投入使用，反响

良好。

合作社的成立不仅壮大

了村集体经济，还为鹿坊村

带来 20 余个工作岗位，有效

解决了部分群众因家务等原

因不能外出务工的问题。生

产车间的平稳运营让村民们

吃上“定心丸”，鼓起了“钱袋

子”。

“出了家门就是合作社，

早上七点半上班，下午两点

半下班，每天能挣 110 元，中

午还管顿饭，接送孩子、忙家

务都不耽误。”鹿坊村村民丁

红丽，边换工作服，边笑呵呵

地说，“以前，我都是干零工，

工作很不稳定，现在成了工

资稳定的‘上班族’，生活可比

以前美多了！”

预 制 菜 一 头 连 着 种 植

业、养殖业，另一头连着餐饮

业和居民消费，被视为典型

的 一 二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的 产

业。它的飞速发展，既是居

民消费升级、食品加工业不

断做大做强的现实映射，又

是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的 有 力 抓

手。

严控品质，全面带动种养业发展

预制菜产业，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精细量化传统工艺，差异化转战新赛道

珍屉珍屉食品食品准备投入量准备投入量

产的纯手工小笼包产的纯手工小笼包

中润食品根据订单包装鸡肉块中润食品根据订单包装鸡肉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