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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呼啸，飞雪流沙。
小雪节气刚过，地处北纬 47°的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迎来今冬第二场降雪，银装素裹下，夜来得早且
漫长，在霓虹闪烁中，一股股令人垂涎的烤肉香伴着
齐齐哈尔烤肉歌“最美味道，最美乡愁……”的动情
曲调，弥散到每一个角落，杯箸交错之间，食客大快
朵颐之际，整个城市都沉浸在烤肉给寒冬带来的欢
愉和幸福里。

齐齐哈尔又称鹤城，这里有扎龙湿地，是丹顶鹤
的故乡。2022年6月，齐齐哈尔被世界中餐联合会授
予“国际烤肉美食之都”，成为城市靓丽的新名片。

齐齐哈尔何以获此殊荣呢？来自“企查查”统计
显示，截至今年 9月末，全国齐齐哈尔烤肉门店已达
22703家，约占全国烤肉门店的12%，可谓十分天下有
其一。

“早在 5年前，齐齐哈尔的烤肉就通过电商直播
走进千家万户，受到各地消费者的喜爱。”据齐齐哈
尔市商务局统计，全市烤肉电商企业目前增至52家，
搭建了由 37个城市前置云仓组成的冷链物流体系，
已实现36小时全国配送。“国内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
过齐齐哈尔烤肉认识了齐齐哈尔的牛肉，喜欢上这
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市商务局副局长周韬表示，
吃烤肉已经成为消费者来齐齐哈尔游扎龙、观仙鹤、
看冰球之后的新选择。

就好这一“口”

“小时候，路边、楼下、院子里……总能看见在地
上支起箅子烧烤的居民，从肉店割回二斤肉，切片拌
些洋葱、土豆，回家来顿烤肉，美味又实惠。那是齐
齐哈尔人至今难以割舍的幸福！”在鹤城烤肉老字号
敬璇烧烤总经理冀念国的记忆里，吃烤肉不仅仅是
一顿饭，更是一段美好幸福的时光。“那时候逢年过
节，一家老少就会围坐在我伯父首创的烤桌旁，高高
兴兴地吃一顿烤肉。”

冀念国的伯父叫郑伟，在齐齐哈尔烤肉圈里是
响当当的名人。木匠出身的郑伟，聪明爱琢磨事，更
爱吃烤肉。凭着一手过硬的活技，制作出了齐齐哈
尔第一张烤肉桌，把烤肉从地面搬上了桌面，从此大
家告别了蹲在地上、猫腰弓身吃烤肉的时代。

冀念国说：“我伯父当时就琢磨，蹲着吃烤肉很
不舒服，如果能围坐在桌边吃该多爽！”郑伟反复试
验，在桌子中间挖个圆洞，架上火盆、放入木炭，再支
上自制的烤盘，第一代的烤肉桌就诞生了。他又把
烤肉桌搬进屋里，结束了屋外露天吃烤肉的历史。

1987年，郑伟从两个女儿子敬、子璇名字里各取
一个字，在工商部门领了执照，敬璇烧烤正式开张，
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家烤肉店。

“那会儿，夏天推开窗户，都能闻到浓浓的烤肉
味，欢声笑语都弥漫在烟火里。”也许是对儿时记忆
的一种留恋，1990年出生的冀念国，大学一毕业就从
伯父手里接过敬璇烧烤的经营管理权，成为这家烤
肉老字号的第二代掌门人。

齐齐哈尔源自达斡尔语，是“边疆牧场”之意。
其烤肉源于辽金，成于清代，兴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作为北方古老游牧民族的传承菜肴，已有 300 多年
历史。

《黑龙江志》曾记载清政府打雅克萨之战时，黑
龙江将军卜奎命人赶着几百头牛上前线，既充当运
具又可杀牛充饥。打赢雅克萨之战论功行赏时，吃
烤肉作为最高礼遇奖赏三军将士。再到后来，黑龙
江各地官员都以能到将军府吃烤肉为荣。

据齐齐哈尔文史学家谭彦翘考证，过去吃“锅
铁”在当地很盛行。具体吃法就是将锅片架在炭火
盆上，牛油润锅，用筷子夹着牛肉片放在锅片上翻
烤，再蘸上佐料吃，故名锅铁。这种“锅铁”，就是现
代齐齐哈尔烤肉的雏形。

地处松嫩平原的齐齐哈尔市，占据国际公认的
北纬47°黄金奶源带的独特优势，肥沃的黑土地和大
片的湿地，为畜牧业养殖提供了充足饲草料。

20 世纪 60 年开始，飞鹤、光明等乳企业陆续建
厂，带动了当地奶牛养殖业的发展。渐渐地，当地人
发现，这种谷料饲喂的黑白花奶牛，肉质鲜嫩多汁，
拿来烤着吃还自带奶香。随着时代的演变，齐齐哈
尔烤肉又借鉴了俄罗斯烤肉和日本、韩国烤肉的料
理方法，最终定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周韬在齐齐哈尔周边的县城长大，对家乡美食
的记忆也始于烤肉。1988年，7岁的他随父亲进城，
第一次吃饭店就是敬璇烤肉的老店。“很多人，等了
很长时间！用搪瓷盆盛着的牛肉，拌了许多洋葱和
大葱，一大盆一大盆地端上桌，红红的炭火烤得大片
牛肉吱吱冒油……”那顿烤肉吃得那个香，让周韬至
今难忘。

“齐齐哈尔烤肉里最讲究的是拌肉，各家店的调
料配方不一样，味道也不尽相同。排酸的牛肉顶茬
切，再放适量盐和胡椒，这是最原汁原味的拌肉方
法。”冀念国接手家族企业近 10年，一路摸爬滚打过
来，他对做好烤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老店的
传承与发展，他压力很大，除了秉承传统理念保持品
质之外，也在尝试不同的拌肉技法，不断创新菜品。

“前些年，烤肉只有大片肉、胸口、上脑等几个菜
品，现在已经开发出15个品种，很多牛身上以前不用
的肉，也被开发出来了。”冀念国刚刚接手烤肉店时，
也是从切肉、拌肉学起。

接手烤肉店的第二年，在一次切肉时他发现牛肋
扇和牛腩之间的燕翅部位，肉质肥瘦相间还有一层薄
薄的筋膜，就把这个部位的肉单独分割装盘上桌，没想
到很受齐齐哈尔吃货们的追捧，迅速成为当地烤肉菜
单上的必点菜。“唯一的缺点就是损耗大，为了保证菜
品质量，该切掉的一定要切掉。”冀念国说。

现如今，齐齐哈尔烤肉选用本地养殖的优质肉
牛，根据肉牛不同品质特点和成菜要求，将牛肉分割
成上脑、眼肉、肋扇、燕翅等100余个部位。齐齐哈尔
人对牛肉品质的极端追求，成就了齐齐哈尔烤肉的
品质灵魂。

在齐齐哈尔人的心里，烤肉最好是露天的，最好

在嫩江边，点上炭火炉，铺上大片肉，三五好友吹着
江边微风，就着冰啤酒，那惬意和舒爽自不必说。

“不同于其他烧烤，齐齐哈尔烤肉跟火锅和铁锅
炖一样，属于正餐全宴。”周韬说，在齐齐哈尔吃烤
肉，主菜、配菜、凉菜、主食一应俱全，已经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完整菜谱。周韬认为，齐齐哈尔人喜欢在
烤肉桌上聊生活、聊工作，是饮食风俗又是待客之
道。对于身在他乡的齐齐哈尔人，烤肉是萦绕在心
头的乡愁，是舌尖上的满足，更是精神的慰藉。总
之，烤肉让齐齐哈尔人嚼出了生活滋味。

变迁的烤盘

“齐齐哈尔烤肉历史悠久，生活在当地的达斡尔
族先民很早就将生肉片放在烧热的石头上炙烤食
用，有了烤肉最原始的雏形。”走进齐齐哈尔市梅里
斯区梅里斯烤肉文化展览馆，讲解员对齐齐哈尔烤
肉的历史文化娓娓道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用石头炙烤到树
枝串烤，从锅片再到平底锅，当地的居民在不断地摸
索改进烤肉工具，都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见证。

在梅里斯烤肉文化展览馆里，不仅陈列着反映
齐齐哈尔烤肉发展历史的图片资料，还展出了现代
不同时期烤肉在当地演变发展使用的各种烤具、烤
盘。美观实用的现代烤盘是制作烤肉的必需品，记
载了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历程，见证了齐齐哈尔作为
共和国重工业先驱的光荣和骄傲。

齐齐哈尔曾经是黑龙江的省会，也是我国最早
兴建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当时亚洲最大的重型机械
厂落户齐齐哈尔，在机械厂工作的工人老大哥在带
动烤肉消费的同时，也成了烤肉炉具不断升级换代
的技术力量。

“厂里的老师傅都是自家烤盘的设计师，最早的
烤盘就是他们用废旧边角料在车床上车出来的。”大
学毕业，刚分到工厂里实习的周韬就曾亲身体验过
自制烤盘。“年轻人刚入职，学着用废料车烤盘简直
就是一种‘拜师仪式’。车出的烤盘，大家还相互对

比，看谁的工艺好，比谁的技术精。”
“周末，年轻人都会背上烤盘去郊游，走到哪儿

就烤到哪儿。”周韬回忆，那时候，来厂子里洽谈业务
的客户，临走都会收到烤盘作为纪念品。

“从 3张小桌起家，自己买牛肉穿串。调料非常
简单，只有盐、味精、辣椒面和孜然粉。”梅里斯镇居
民赵长志的父亲赵兴，2006年开了镇上第一家烤肉
店，赵长志放弃外地生意回家帮忙。十几年发展，他
见证了梅里斯发展成为烤肉小镇的全过程。

“长春、沈阳、大连都去过，听说谁家的烤肉有特
色，都会跑去学习。”如今的“赵兴家”烤肉营业面积
超千平方米，是镇上最大的烤肉店。赵长志外出学
习时，各家拌肉的调料配方都秘不外传，他最注意观
察的就是各家使用的烤制工具，回来以后再琢磨、设
计、仿制，来改进自己家的烤盘和炉具。

齐齐哈尔有一段时间流行不锈钢烤盘，由于导
热快顾客不容易掌握，肉片容易烤焦影响口感。“现
在使用的烤盘，四周带孔中间平，带孔的位置烤大片
肉，中间烤盘烤家庭拌肉、酸菜土豆片，铸铁涂层还
保证了烤肉不粘。”研制这款烤盘，赵长志下了不少
功夫。独特的烤盘保证了烤肉的品质，也是他家烤
肉能在梅里斯小镇上近百家烤肉店激烈竞争中独占
鳌头的秘密。

齐齐哈尔烤肉非常讲究，取一块洁白的牛油先
擦拭整个烤盘，待牛油融化，再将拌制好的肉片平
铺于烤盘上，在烤盘上烤得嗞啦作响的大片肉，剪
成小块蘸上秘制酱料，搭配蒜片、辣椒圈卷在紫苏
叶里送入口中，吃起来唇齿留香，所尝食客无不连
连称“美”。

在敬璇烧烤老店的墙上，就挂满了方的、圆的、
铸铁的、涂层的等各式各样的烤盘。“在齐齐哈尔，每
一家烤肉店的烤盘都不尽相同，且各有特点。我们
目前使用的已经是第三代烤盘，微孔设计便于炭火
渗透，中心凸起减少油液聚积，最外圈的凹槽可以倒
入鸡蛋液，煎烤成美味蛋羹，也是一种创新。”

烤盘的变迁，是齐齐哈尔烤肉发展的一个缩影，
更是烤肉文化的一个载体。冀念国说，不同款式的
烤盘，代表了烤肉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侧面可以
反映齐齐哈尔人对品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

把这些烤盘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展示出来，也算
是一种传承。

香飘大产业

前几年网络上流传戏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段
子，称东北是“重工业烧烤，轻工业直播。”没承想“烤
肉+直播”经齐齐哈尔人的智慧连通了基地和餐桌，
烧热了线上与线下，飘香出新的产业链。

齐齐哈尔烤肉如今已是香飘四海、味漫五湖，在
全国门店超过 2.2万家，其中本地烤肉门店有 1.1万
家，外地烤肉门店超 1.12万家，海外门店 41家，成为
国内外消费者喜爱的美食。

问及齐齐哈尔的烤肉为什么能火？品尝过的消
费者会说：“肉好，烤肉才好！”而在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李大心看来，“牛好，肉才能好！”

齐齐哈尔是国家重要的畜牧业养殖基地，这为
烤肉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上游基础。为了加快

“肉食一体化”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打造高端食材供
应基地，齐齐哈尔先后引进一批养殖企业落户当地。

位于依安县的国牛牧业养殖基地，18个月龄的
安格斯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料，不远处草料仓库里
存满了今年新收的饲草。国牛牧业正是看准了齐齐
哈尔烤肉市场份额和当地秸秆、甜菜等饲草料的资
源优势，投资近10亿元建设高端肉牛养殖基地。

国牛牧业与黑龙江北纬四十七绿色有机食品公
司签订了青贮收购协议，充分利用其在当地 10万亩
鲜食玉米采摘后剩下的新鲜秸秆，加工成青贮饲料
实现秸秆变肉。

11月初，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创新体系首席
科学家曹兵海来到齐齐哈尔依安县，授予黑龙江国
牛牧业公司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齐齐哈尔综
合试验站试验示范基地和黑龙江高档肉牛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试验示范基地称号，并举行挂牌仪式。

“这几年高端肉牛市场行情特别好。”齐齐哈尔
东北黑牛牧业公司负责人彭辉对肉牛市场发展趋势
有自己的认识。他的公司采取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在龙江县带动 200多户农户养殖肉牛。去年省里推
出基础母牛提质扩群和见犊补母政策，每头给补助
1000-1500元，极大鼓舞了养殖户的积极性。加上当
地的多项扶持政策，让彭辉对高端肉市场的前景更
有信心。

“齐齐哈尔是中国肉类协会命名的‘中国牛都’
和‘中国高端肉牛示范基地’，为了更好擦亮这两块
金字招牌，我们积极推进新增百万头牛行动，逐步扩
大肉牛生产规模和养殖水平。”李大心表示，全市肉
牛年饲养量近200万头，培育了国牛、元盛和牛、澳森
肉业等一批肉牛养殖、加工企业，为齐齐哈尔烤肉产
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牛肉。

共和大牲畜交易市场是梅里斯区最大的肉牛
交易市场，每逢交易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及周
边养殖户络绎不绝，达成交易的奶牛、肉牛一车车
发往全国各地。共和市场连同周边的 3 家交易市
场，每年可实现 50 万头肉牛交易量规模，为本地提
供肉牛 20万头。

为了推动齐齐哈尔烤肉的产业发展，齐齐哈尔
市不仅在肉牛养殖上下足功夫，在加工、流通、电商
等各个环节也持续发力，推动烤肉全产业链发展。

1998年从一家清真肉食门店起家的齐函杨佳肉
业，也是瞄准了齐齐哈尔烤肉火爆带来的商机，2020
年投资建起第一条肉食精细分割加工生产线。

在齐函杨佳肉业的加工车间，工人们在流水线
上切肉、拌肉、上秤、包装，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在流
水线传送带的尽头，一个个打包好的纸箱贴着地址，
直接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牛身上能分割出 550-650斤肉，而最适合做烤
肉用的大概只有100斤。不同部位的肉切多厚、烤多
久口感好，都有讲究。”齐函杨佳肉业厂长杨柳随手
拿起一袋产品，“这款传统拌肉是网红产品，各平台
直播供不应求。”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齐函杨佳刚刚
起步的电商直播遭遇寒冬，在连续亏损 8个月后，他
们搭上齐齐哈尔烤肉产业发展的快车，实现年末扭
亏盈利。齐函杨佳的第三方平台开设了17家电商直
播间，各平台的直播每天要轮番播出好几场。今年
初，他们又在哈尔滨和武汉设立快递云仓，确保货品
能准确及时送达消费者手中。

去年齐齐哈尔烤肉网络零售额将近 10亿元，同
比增长超过200%，今年有望突破20亿元。齐齐哈尔
已经形成了烤肉产业整体数字化顶层设计方案，打
通了养殖、交易、屠宰、加工、销售、开店等环节数字
化链条，并快马加鞭进行补链、增链、壮链、延链。

标准引领发展

烤肉对于齐齐哈尔而言，已经像北京烤鸭、重庆
火锅一样，成为城市的鲜明标志和特色代言。如何
把烤肉做成大产业，不至于像风似的一刮而过，进而
推动美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亟待思考和解决
的问题。

2021年，齐齐哈尔市组团先后考察了沙县和柳
州，从沙县小吃和柳州螺蛳粉的餐饮工业化发展带
来的启示，让齐齐哈尔市有关部门对这两次考察称
之为开窍之旅。

随之，齐齐哈尔市制定出推动烤肉产业“标准
化、连锁化、数字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的顶层设
计，确定了通过制定一个国家团体标准、申请一个烤
肉集体商标、举办一场国际烤肉盛会、建设一个烤肉
产业园区、设立一个“一站式”服务中心、申请一个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筹建一个烤肉产业研究院等7件
具体工作实现。

今年 6月 18日，齐齐哈尔成功举办国际烤肉产
业发展大会暨2023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开幕式。美
食节活动长达100天，在16个县（市、区）相继举办21
场活动，高峰论坛直播在线人数高达到174万人。

“摆上小烤锅，板凳放一溜，约上三五好朋友，楼
下烤点肉……”这首名为《最爱齐齐哈尔烤肉》的MV
歌曲，因其原创作词曲朗朗上口、悠扬舒缓，而在今
年美食节期间被食客们口口传唱，迅速走红各网络
平台。

很多网友传唱后表示，“这首烤肉歌太上头！”
“是真实写照”。而专业人士则认为，这首歌不同于
以往的东北创作歌曲，融入了京腔韵味、戏曲元素，
曲调定为民谣曲风，歌词故事性很强，给黑土地原创
歌曲增添了别样味道。歌曲不仅能勾起在外漂泊的
齐齐哈尔人的思乡之情，还能让更多的外地人有来
齐齐哈尔游览体验的冲动。

美食节期间，齐齐哈尔市还发布了齐齐哈尔烤
肉国家团体标准和齐齐哈尔烤肉集体商标。发布推
出齐齐哈尔烤肉形象 TP“大齐真牛”和大气磅礴的

“齐齐哈尔烤肉赋”。
真正将美食节推向顶峰的是十几趟旅游专列的

到来，给美食节和齐齐哈尔烤肉赚足了人气。除了
来自哈尔滨、大庆等地的游客，还有来自北上广的省
外吃货，为了一口心心念念的烤肉，排队等位的场面
可谓壮观。

齐齐哈尔烤肉产业的井喷式发展，得益于政府
部门整合资源进行顶层设计，不仅考虑到了肉牛养
殖、屠宰加工、调料、酒水等前端供应链以及门店、商
超、电商等末端消费链，同时也在金融信贷方面给予
企业大力扶持。由当地农业银行牵头针对烤肉产业
协会成员的融资需求，创新推出极具本地特色的“烤
肉e贷”贷款产品，解决了不少中小企业的燃眉之急。

“去年初，着手申请‘齐齐哈尔烤肉非物质文化遗
产’时，为了弄清楚烤肉从何起源的问题，我们抽调了
10多名年轻人，在近200万字的历史资料里寻找蛛丝
马迹。”周韬回忆，经过严格评审，最终认定齐齐哈尔烤
肉为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齐齐哈尔烤肉产业呈现
蓬勃发展的火热态势。齐齐哈尔烤肉用齐齐哈尔牛
肉也成为业内共识。周韬表示，齐齐哈尔烤肉国家
团体标准和齐齐哈尔烤肉集体商标的应用、推广，将
为齐齐哈尔烤肉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统一化标准，
只有充分发挥“标准化+”效应，才能更好推动齐齐哈
尔烤肉产业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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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积极推进新增百万头肉牛行动，为烤肉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
肉牛。 资料图

齐函杨佳肉业的包装车间里，分割好的牛肉正在被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宋哲 摄

2022 年 6 月，齐齐哈
尔被世界中餐联合会授
予“国际烤肉美食之都”，
成为城市靓丽的新名片。

齐 齐 哈 尔 何 以 获 此
殊荣呢？来自“企查查”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 9 月
末，全国齐齐哈尔烤肉门
店已达 22703 家，约占全
国烤肉门店的 12%，可谓
十分天下有其一。

国 内 越 来 越 多 的 消
费者通过齐齐哈尔烤肉
认识了齐齐哈尔的牛肉，
喜欢上这座充满烟火气
的城市。

齐齐哈尔烤肉带动了养殖、屠宰、加工、电商等产业链发展，成为城市新名片。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