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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村镇探访

莒县峤山镇，有着“日照大姜第一镇”之称，村村种大姜，大
姜种植面积在1 . 2万亩左右，年产大姜10万吨，86家大姜加工业
户在峤山镇落户。该镇是国家级大姜标准化示范区，2010年，成
功申报了以“莒县大姜”命名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从从村村村村种种大大姜姜
到到深深加加工工一一条条龙龙
年产10万吨的“大姜第一镇”海外设立分公司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好年份一亩地
收益五六万元

近日，记者来到莒县峤山
镇房家村，一大早村里的大姜
经纪人房迎经就来到新建的
姜棚里，他现在每天大部分时
间都蹲在棚里，“第一年试点
还没经验，所以今年得格外上
心。”房迎经说。

房家村有600户左右1800
余口人，土地面积在1200亩左
右，全村几乎家家种姜。从房
迎经打小记事开始，这个村里
就一直种植大姜，已经有四五
十年的历史。小时候他就帮着
家里干农活。

房迎经是个能闯的人，十
七八岁的时候他已经不局限于
种植，而是从事起了大姜经纪人
的职业。房迎经告诉记者，他平
时的主要工作是在当地收货，然
后拉到重庆、广州以及合肥等南
方城市，每年走货量在一千万斤
左右，“咱们这边大姜色泽好，形
状好，所以在外边很有市场。”
房迎经说。

大姜每年的价格都不稳
定，最高的2002年、2012年能
到8元到11元，而最低的年份
比如2017年只有七八毛钱，“受
市场需求影响比较大。”房迎
经说。

房家村村民房祝经今年
60岁，已经种姜有四十多年历
史，每年都会种一两亩地，每
亩地产量在九千斤左右，遇到
好的年份一亩地能收益五六万

元，差的年份只有两三千元，“虽
然有一定规律，但运气成分比较
大。”房祝经笑着说。

为争取最大收益，每年村
民在收完大姜后，会存放在自
己家的姜窖中，根据明年市场
价格随时出售，但不管价格如
何，每年必须在中秋节前后将
窖中的姜全部卖掉，为存新姜
做准备。

实验大棚种姜技术
一年可产两季

经过多年市场摸索，为最
大限度减小市场影响，提高收
益，峤山镇今年把南方大棚种
姜技术引到了当地。由镇里出
资，村里承包，农户经营的形
式，承包收益用来扶贫。据了
解，这是北方首次实验大棚种
姜技术。

今年房家村建造17个大
姜种植棚，经过前期催芽，部
分大棚的姜苗已经长大，再有
二十多天就能上市。据了解，
传统露天大姜种植，一般在每
年清明前后，农历九月份收
获，生长周期在半年左右，每
年一季。采取大棚种植后，在露
天收获后可以再种植一季，大棚
种植生长周期在三个月左右，正
好能赶上第二年春节前销售旺
季，“冬季新姜价格最低每斤六
七元，而库存姜也就两三元。”
房迎经说。

目前，大姜产业已成为峤
山镇镇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产业。该镇是日照市大姜的
主要产区，常年种植大姜1 . 2
万亩左右，年产大姜10万吨，
素有“日照大姜第一镇”之称。

伴随着大姜种植，在当地
大姜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蓬
勃发展。

近日，记者来到莒县华腾
有机生姜有限公司，工人们正
在流水线上洗姜。据该企业办

公室负责人张文平介绍，他们
只经营对生姜的清洗包装工作。

“清洗后分级包装。”张文平说。
该企业加工的大姜主要出口，每
年加工生姜在一万五千吨左右，
出口美国、东南亚以及欧洲部分
国家。

由初级加工不断升级
要做保健养生食品

为对外推广当地大姜，提
高品牌度，根据群众自愿的原
则，2006年当地成立了莒县大
姜协会，为大姜产业的规模发
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峤山镇逐渐成为日照市
重要的大姜集散基地，收购范
围涉及辽宁、河北、河南等多
省份。大姜产业也由最初的初
级加工不断升级，向效益高、
口碑好的保健养生特色食品
和饮品定位，锐意创新，向精、
细、深加工发展，如培育生
姜—姜片—姜黄素产业链等。
各类产品远销美国等世界多
个国家。真正形成了大姜“农
户种植，企业收购、加工，销内
地、洋出口”的一条龙特色产
业发展链条。

截至目前，先后有86家大
姜加工业户在峤山镇落户，其
中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12
家，境外独资企业2家，莒县大
姜远销欧美、日本、韩国、新加
坡、非洲等地。莒县华腾有机
生姜有限公司在美国、日照兴
达食品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和
荷兰设立了分公司。2010年成
功注册“莒县大姜”国家地理
标识证明商标。

日照市

莒县峤山镇

莒县峤山镇一家生姜加工企业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洗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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