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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雒大米、涛雒芹菜通过国家农业部地理标志农产品评审

拿到俩金招牌，涛雒真有“财”
本报 3 月 7 日讯(记者 化玉军) 日

照东港区涛雒镇的“涛雒大米”和“涛雒芹
菜”日前通过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
的登记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成为日照
市首批种植业地理标志农产品。

据了解，在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前，
2010 年，涛雒芹菜和涛雒大米申请下来绿
色产品标志，2011 年两者又分别获得无公
害农产品标志。

涛雒芹菜叶绿茎黄、空心无筋、鲜嫩酥
脆、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涛雒大米腹白小、
颗粒饱满、色泽清白透明发亮，蒸煮后出饭
率高，粘性较高，米质柔软。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标示农产品来源
于特定地域，产品品质和相关特征主要取
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并以
地域名称冠名的特有农产品标志。2007 年
12 月农业部发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
办法》规定：“国家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实行
登记制度。经登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受法
律保护。”

协会合作社起了带头作用

“有些农户在种植水稻和芹菜的时候，
用农药和化肥不够合理，对土地保护不够，
导致水稻和芹菜的质量下降。”涛雒镇农技
站黄站长说。针对这种情况，涛雒镇去年成
立了水稻生产技术协会和芹菜生产技术协
会。有些产量大的村也相应成立了合作社。

“协会起了领导的作用，合作社起了组
合的作用，这样就可以农民们组织起来，方
便技术人员到村里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
我们的技术人员每年都会进村进行十多次
的培训。协会和合作社还给农民带来了购
买农药化肥和销售产品的便利”黄站长说。

两农产品添招牌将扩大生产

专家表示，这次涛雒大米和涛雒芹菜
顺利通过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
登记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成为日照首
批由农业登记的种植业地理标志农产品，
将成为涛雒镇农产品的“招牌”，有利于
扩大这两种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

记者了解到，涛雒大米和涛雒芹菜以
在日照销售为主。此次涛雒大米和涛雒芹
菜被评为地理标志后，涛雒镇镇政府将会
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加大对生产基地的
监管力度，引导更多的农民种植芹菜和水
稻。“被评为农产品地理标志，可以进一步
打开国内市场，现在我们的目标市场是青
岛、济南等周边城市以及北京、上海等地。”

3 月 2 日，天气阴冷，但在涛雒镇东
石梁村大棚基地的芹菜棚里，几名村民
或挖或修剪或包装芹菜，一派繁忙，好不
热闹。55 岁的庄光庆种植芹菜已经有多
年，作为村里最大的芹菜种植户，从去年
到今年，他种植了近 12 亩地的芹菜。据
他估计，按照去年年底每斤芹菜 1 . 5 元左
右，春节至今 2 元多的价格，而每亩产量
近 12000 斤来算，合计下来，除去成本和
人工费，他每亩芹菜的收入近万元。

“因为质量好，在外面也有了名气，
每到收成的时候，我们不用出去兜售芹
菜，反而会有人主动开车来拉去批发。”
庄光庆说，东石梁村村支书庄光合介绍，

涛雒芹菜平时一直比其他品种
的芹菜平均贵上几毛钱。

据介绍，涛雒芹菜距
今已有百余年的栽培历
史，由于当地土壤、水

质独特，产出的芹菜以叶绿茎黄、空心无
筋、鲜嫩酥脆、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享
誉日照及周边地区。经测定，涛雒芹菜钙
铁锌的含量分别是普通芹菜的 2 倍、3

倍、2 倍。说起种植芹菜的历史，东石梁头
村 85 岁老人丁立志娓娓道来：“自我想
事起，石梁芹菜就远近闻名，那时候虽然
芹菜不值几个钱，但是名声在外啊！”

涛雒芹菜有一道独特的工序，就是
鲜藏。通过鲜藏，不仅拉长了销售周期，
还让芹菜叶中的营养大部分回流到茎和
根部，让茎部的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加嫩
脆清香。具体做法是 6 月下旬育苗，8 月
上旬号移入简易的小拱棚内，11 月下旬
芹菜长到 90 多厘米后，把芹菜棚周围用
草帘围起来，棚上面的草帘白天揭起一
部分，使棚内温度控制在-2℃ — 0℃，这
样芹菜便可储藏 2 个月左右，提高了其
商品价值。这也是涛雒镇农技人员学习

研究出来的结果。
据了解，到 2011 年涛雒芹菜面积发

展到 1300 公顷，其中冬暖大棚 600 公顷，
春棚 500 公顷，露地 200 公顷。年交易量
达 9 、7 万吨，成为全市最大芹菜专业生
产基地。

鲜藏芹菜钙铁锌含量高
涛雒已成为全市最大芹菜专业生产基地
本报记者 化玉军

东川子村是涛雒镇水稻种植的重点
村，因为地理条件好，全村大部分村民都
种植水稻，为了促进集约化种植，村里还
专门成立了珍珠水稻专业合作社，既方
便了推广引进来的先进种植技术，还方
便农业技术人员对村民种植水稻进行统
一的指导。

虽然六七百斤的亩产量，与其他一
些水稻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但是
因为水稻品种优良，经过加工后大米的
价格，也比一般大米的价格贵上 2 到 3

毛钱。“有些精加工的大米，能达到十多
块钱一斤呢。”一位农户说。

“我们这里的大米，自然稻香味、腹

白小、光滑、颗粒饱满、色泽清白透明发
亮，蒸煮后出饭率高，粘性较高，米质柔
软，非常受欢迎。”涛雒镇农技站黄站长
介绍。

经测定，涛雒大米淀粉、铁、锌的含
量分别高出普通大米的 3 倍、2 倍、3 倍。
所以涛雒大米具有饭粒油亮、入口醇香、
香味浓郁的独特风格。

据介绍，涛雒种植水稻历史悠久，距
今约有 300 多年的历史。据 1672 年(清康
熙十一年)县志和 1885 年(光绪十一年)县
志记载，主要有黍、稷、稻、高梁、大麦、小
麦、荞麦、豆类、玉米。其中小麦主产区在
碑廓，水稻主产区在涛雒、高兴等地。清

咸丰年间，涛雒人丁开轩建立“广记”商
号，主要收购大米等土特产品，运往上
海，再运回糖、茶和各种洋货。

2 日，涛雒镇东石梁村，芹菜被捆在
一起，整齐地摆放着。 化玉军 摄

去年 8 月，水稻基地里，绿油油
的水稻茁壮成长。 (资料片)

珍珠水稻色泽白入口香
300 多年种植历史风格独特
本报记者 化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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