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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密集 温度适宜
孕育大白菜优质产地

胶州大白菜之所以从古至今
经久不衰，与当地优质的水文地质
条件密不可分。据胶州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刘炳美介绍，胶州市
辖区内有大沽河、胶莱运河、胶河、
墨水河等多条大型河流流经，加之
其多条小型支流，发达的水系为沿
河土地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也为
白菜种植提供了最原始的支撑。

“胶州大白菜一直是沿河而种，最
为著名的当数胶州三里河流域。”
刘炳美说，由于三里河距离市区较
近，历史上一直是胶州大白菜的核
心产地，但近些年由于城市扩张，
白菜种植区域开始向周边的大沽
河、胶莱运河、胶河流域扩展。据介
绍，胶州市目前正在规划建设一座
大白菜博物馆，选址位置正是在三
里河周边，以纪念该区域为胶州大
白菜种植做出的突出贡献。

另外，胶州市地处北纬36度附
近，四季分明，温度也非常适合白
菜生长。胶州民间自古都有“小雪
收白菜”的说法，因为在小雪前后，
地里生长的白菜已经受过霜降的
冲击，菜的口感更加脆甜。小雪前
后，胶州的气温大概在零度上下，
也是大白菜最喜欢的温度，温度一
旦低于-3℃，白菜就会被冻坏，但
是高于零度口感就会变差。“不被
霜打的白菜不是好白菜”的科学解
释，其实就是白菜在经过低温之后
会有一个“糖分转化”的过程，菜中
糖分含量更高，当然低温也会让白
菜卷心更紧实、口感也更加清脆。

育种技术领先全国
“蛋黄”上市卖到20元一斤

2022年，经过了长达5年的研
究后，胶州市大白菜研究所种植基
地两个崭新的大白菜品种“蛋黄”
和“紫玫瑰”上市，瞬间受到消费者
追捧。顾名思义，“蛋黄”即黄心大
白菜，而“紫玫瑰”则是紫色白菜，
两种白菜既好吃又好看。

据介绍，“蛋黄”白菜个头小，
每棵大约1斤多重，可生吃可熟吃，
口感更好，市场零售价能卖到20元/
斤，2022年“蛋黄白菜”产量为80
吨，上市三天就销售了20余吨，供
不应求。2023年，“蛋黄”白菜在河
南、天津等地得到推广，种植面积
超过千亩。价格不菲却受追捧，这
也正是胶州大白菜在“老天爷赏饭
吃”之外另一个成功的重要原
因——— 科研。

胶州市大白菜研究所所长，也
就是《人民日报》报道的胶州里岔镇

白菜种植户荆世新告诉记者，他从
事白菜育种工作已经30多年，胶州
市和他一样从事大白菜育种工作的
规模化企业超过5家，目前年生产大
白菜良种超过百万公斤。胶研、和丰、
东茂等多家种子企业在全国20多个
省市、地区建立起良好的营销网络。
据荆世新讲，去年他种的100亩“胶
白”产量达到100多万斤，最贵的一
棵卖到39元。“我们这些人都是泥里
来水里去，每个成功品种的背后都经
历过一次次失败，经过一系列组培杂
交、田间对比试验、大田繁种、小面积
试种等尝试，才最终完成。”荆世新
说，正是由于如此多的“胶州白菜人”
扎根基层，才有了胶州大白菜百花齐
放的盛况。除了胶州本地“泥腿子”之
外，不少科班出身的专家学者也投身
到一线研究中来，在中国农业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帮助下，胶州
市建设了胶州大白菜科技小院，在大
白菜的育种、土壤改良、病害防治方
面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

远离化肥农药
给白菜喂三叶饼喝地下水

胶州大白菜在种植过程中对
肥料和农药的使用要求非常严苛，
这也是能够“大白菜卖肉价”的主
要原因。胶州大白菜协会对全体会
员种植户都有关于化肥和农药使
用的最低要求，但这个要求基本

“形同虚设”，因为对于胶州市成规
模的白菜种植基地来说，其产品基
本都实现了“无公害”“绿色”“有
机”等标准认证，其化肥、农药的使
用量远低于国家标准和协会标准，
部分种植基地已经实现有机肥使
用100%。

以胶州大白菜研究所种植基
地为例，2023年，这里种植了百亩
胶州大白菜，均采用富硒、富碳技
术，创造高效率的光合作用，生产
过程中远离化肥、农药，全部使用
有机肥和自制三叶饼肥，用优质
地下水浇灌；夜间使用紫外线杀
虫灯和太阳能杀虫灯杀虫；采用植
物声频发生器、小分子发生器、昆

虫信息素等先进种植技术及特别
的技术管理。

“每一项成功的技术突破都至
少伴随着10次乃至更多的失败尝
试。”荆世新说，前些年有人尝试在
白菜卷芯期给大白菜喷牛奶，还有
人尝试给白菜听音乐，但随着类似

“匪夷所思”的尝试没有更多进展，
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冷嘲热讽，“噱
头”“炒作”等一系列批评声音曾不
绝于耳。面对这些声音，胶州的白
菜人只是微微一笑，他们比任何人
都清楚，没有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
尝试，又怎会有农业技术的不断革
新？

高端白菜装礼盒
售价不受“大小年”影响

作为胶州大白菜协会的会长级
单位，胶州绿村合作社无疑是白菜界
的“顶流”。凭借多年的开拓，该合作
社的白菜在高端市场可谓游刃有余，
不但建设了自己的冷链仓储，还有自
己的配送车队，2023年种植白菜300
余亩。据负责人张居克介绍，他们每
年通过线上、线下销售的高端白菜大
约2万箱，每箱价格为60元，折合单价
约3元/斤，此外每年还会向北上广深
等一线城市的超市供货，数量为15万
-20万棵，每棵单价约为15元。“我们
销售的这些白菜不受市场价影响，不
管市场上的价格是一斤两元还是一
斤两毛，我们都卖这个价格，完全按
照协议配送。”张居克说，他们还开拓
了中小学食堂配送业务，多种销售渠
道并行，让“绿村白菜”在市场上闲庭
信步，完全不慌。

胶州市胶东街道的丰硕农场
种植白菜如今正满10年，今年种植
了有机白菜260余亩，虽然其负责
人匡兆强预测今年的市场行情“不
会太好”，但高端市场同样不受市
场价格的制约。据介绍，丰硕农场
礼盒装的高价白菜每年可以销售
7000-8000箱，每箱价格也是60元，
第二档的白菜供应一、二线城市的
大型商超，每棵白菜7-8元。但是，
丰硕农场的白菜大概只有一半能

够进入中高端市场，剩下的只能随
行就市，低价卖给泡菜厂或者进
入市场当普通白菜卖，遇到不好
的年景只能扔掉。“去年就扔了
600多吨，因为卖白菜的收入抵不
过收白菜的人工费，所以直接就
用机器打碎在地里了。”匡兆强
说，农场的利润大部分靠进入中
高端市场的支撑。

据介绍，目前胶州大白菜高端
礼盒产品主要市场为北京、上海、
杭州、广州、济南、青岛等城市，以
电商零售和当地代理销售为主，
以北京市场为最大。除了走亲访
友作为礼品赠送之外，胶州大白
菜在高端酒店餐饮等方面的应用
也非常广泛。

推广力度加码
胶州大白菜全国“巡演”

2023年12月份，1500棵正宗的
胶州大白菜运到澳门，分别捐赠20
家社团机构。这次活动由澳门山东
社团总会、青岛企业联合会和爱心
企业家共同发起，大白菜在山东省
政协常委、澳门山东社团总会会长
刘毅翔、理事长陈捷等一行“护送
下”走上了澳门市民的餐桌。澳门
街坊会联合总会会长吴小丽期望
双方能加强合作，为澳门和山东的
乡亲们提供多元化和专业化服务，
为鲁澳两地发展贡献力量，大白菜
再次成为新时代下地区友好的见
证者。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山东省各
级政府均加大了对胶州大白菜的
推广力度，不管是北京还是长三
角、珠三角，无论是公益活动还是
产品展销会、招商会，都少不了胶
州大白菜的身影。以前的菜农只是

“低头种白菜”，如今却有越来越多
的人知道了“抬头看市场”。在各级
政府和新时代菜农的共同努力下，

“胶州大白菜”的品牌认可度也越
来越高，从而陆续进入淘宝、盒马、
京东等电商平台，北上广深苏杭成
渝等一二线城市的商场也都出现
了胶州大白菜的身影。

记者 刘震

南北朝时期
首次获评“全国最佳”

胶州大白菜具有“帮嫩薄、汁乳白、味鲜
美、纤维细、营养好”等优点，其品质和盛名
史籍多有记载，文人多有吟诵。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种植白菜
的佐证是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中出土的白
菜种子，距今有6000多年，专家以此得出结
论，中国是白菜的原产地，比其他原产中国
的粮食作物要古远。胶州大白菜已经有上千
年前的种植史，其最早的文献记录始于南北
朝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中的记载：各地
蔬菜品种有菘、茄子、芋、薤、芥菜等；菘的种
植“略遍州境也”，而以质论“州境东鄙为
佳”。“菘”即白菜，“州境东鄙”属今胶州境
内。在清朝道光年间出版的《胶县县志》中再
次出现胶州大白菜“有松之操，菜品第一”的
记载：“其蔬菘谓之白菜，胶白自埤雅隆冬不
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其品为蔬菜第一，
叶卷如纯束，故谓之卷心白”。

到了唐宋时期，胶州市一跃成为中国北
方最大的港口，出产的大白菜也一直都是贡
菜，一段流传千年的童谣至今在胶州口耳相
传“城门高，板桥长，三里河边出菜王。寒霜
降，小雪藏，系个红绳上汴梁”。同时，在这一
时期，胶州大白菜传入朝鲜、日本并受到两
国贵族的追捧，被称为“唐菜”。

曾为胶州标志
肩负为国争光使命

进入近代，有关胶州大白菜的文献记录
更为丰富，《辞海》中“胶县”条，称“胶州产大
白菜著名，谓之‘胶白’”，《词源》中“黄芽菜”
条，称“原产山东胶州”；清代著名胶州籍学
者、历史学家柯劭忞曾作诗《种胶州白菜》：

“翠叶中饱白玉肪，严冬冰雪亦甘香，园官不
用夸安肃，风味依稀似故乡。”这首诗收录在
柯劭忞诗集《蓼园诗钞》卷五中。

1875年，当时日本东京举办规模宏大的
世界博览会，胶州大白菜一举被评为优质产
品，为当时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挣得了颜
面。在此百余年后，鲁迅先生在其作品《藤野
先生》一文中写到，“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
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鲁迅先
生大概也不知道，他随心一笔对“山寨”的批
判，再次让胶州大白菜名满天下。

1931年增修版《胶县县志》记录了当时
胶州大白菜的出口情况：“卷心白，菘之特种
也。种于初秋，成立于冬，叶卷如纯束，味清
而腴，邑内业园圃者多种之，为出口大宗”。
当时胶州大白菜的年出口量达到100万公

斤，主要销往日本。

受伟人青睐
作为国礼入前苏联

据《胶州市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由
于受到毛主席的青睐，胶州大白菜的声誉也
达到巅峰。1949年斯大林七十大寿，毛主席
亲自指定选送胶州大白菜5000斤作为寿礼，

“胶白”作为国礼载入史册。
胶州大白菜不仅味道好，个头也很大，

有时能让未曾见过的人吃惊称奇。据胶州市
档案馆馆长卢波介绍，1957年冬天，毛泽东
访问前苏联回国不久，就收到山东省胶县农
民送来的三棵胶州大白菜。当时正是北方
贮存大白菜的时节，他特意挑选了其中两棵较
大的，让人分别送给宋庆龄和张治中。送给宋
庆龄的这棵大白菜，重达二十七八斤。宋庆龄
收到大白菜后，既惊奇又高兴，为此专门写信
致谢毛泽东。她在信中说：“敬爱的毛主席：承
惠赠山东大白菜，已收领。这样大的白菜是我
出生后头一次看到的。十分感谢！”如今这封信
存在纪念馆中，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对宋庆
龄来说，个头如此大的白菜着实让她大开眼
界。而我们也大胆推测，胶州大白菜的滋味，应
该也会让人久久难忘。

1958年11月，正好是冬天刚刚到来的季
节，胶州大白菜再次受命出征，北三里河小学
的师生们代表胶州敬送给宋庆龄一棵40斤重
的胶州市三里河白菜，“胶白”成为国家领导人
与老百姓之间亲密的纽带。当时，陈毅元帅也
曾作诗曰：“伟哉胶菜青，千里美良田”。

“胶州大白菜”以其品质优良而著称，味道
清脆，淡而有味，生食清脆可口，熟食风味甘美，
可拌、可炒、可蒸、可煮，可生可熟，可荤可素，吃
法多样，老少皆宜，我国的烹调大师们以胶州大
白菜为主原料可以做出50多道菜品。

近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青岛胶州里岔镇白菜种植户
荆世新的一则感言。在这篇名为《让“胶白”种得好更卖得好》的文
章里，荆世新讲述了自己种植胶东大白菜的故事，引发共鸣。

胶州大白菜的种植历史足有千年之久，它就是鲁迅笔下的
“胶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胶州大白菜之所以经久不衰，
固然与胶州的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密不可分，更重要的则是一
代代胶州农人对其不断改良和挖掘，终于成就了胶州大白菜“餐
桌上的皇冠”之美誉。在胶州，围绕大白菜形成了年产值高达15亿
元的产业链条。

记者 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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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胶州大白菜的故事

在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蜕变之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白菜”曾是胶州地区最引以
为傲的招牌。“贡菜”“板桥镇”“为国争光”“出口创汇”“中苏友好”，当这些词汇与胶州大白菜联
系在一起，无疑为其注入了更多的时代意义与文化内核，它是白菜，但又不完全是白菜。

“胶州大白菜”品牌简介

根据胶州市农业农村局
提供的数据，胶州市常年总种
植大白菜面积6万亩左右，年
产量约30万吨。2022年全市大
白菜认证基地75家（认证基地
条件之一是面积要达到10亩
以上、成方连片），认证基地面
积6806亩，其中超过100亩的种
植主体21家，种植基地分布在
以胶州市五条河流流域两岸
为主的涉农镇街。

2004年8月，胶州市政府组
织从事大白菜科研、生产、加
工、销售及技术指导、农资供应
的个人和企业成立了胶州市大
白菜协会，专门从事胶州大白
菜的品牌打造和产业开发，并
申请“胶州大白菜”商标。

多年来，胶州
市坚持以品
牌 建

设引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与管
理，不断提升“胶州大白菜”品
牌效益，做到行业监管、基地认
证、生产标准、质量检测、包装
标识、品牌宣传六个统一。“胶
州大白菜”先后获得中国驰名
商标、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等
20多项殊荣，被评为“中国名牌
农产品”，是青岛首个获此
殊荣的种植业品牌，也
是全国唯一获此
殊荣的大白
菜品牌。

刘建祥（胶州市胶东街道丰隆屯村村民 60岁 退休职工）：

大白菜代表了一个冬天的幸福

“在我小时候，大白菜是冬
天唯一可以食用的蔬菜，在那个
物质匮乏的年代，反季蔬菜根本
就不存在，小雪前后收下白菜，
我就和父亲一起挖地窖储存白
菜，地窖大概两米见方，挖好之

后，我和弟、妹就在外面向下递
白菜，父亲就在窖子里堆放，直
到把地窖堆满，那是一种满满的
幸福，一个冬天全家人都靠白菜
生活，能吃一顿猪肉白菜炖粉条
是一整年的期盼。”

战涛（胶州市李哥庄镇河荣庄村村民 43岁 国企高管）：

大白菜既是乡愁也是骄傲

小的时候，没感觉胶州的
白菜有多好吃，直到离开家乡，
到武汉求学，吃到南方的白菜才
知道胶州大白菜并非浪得虚名，
那时候在寝室里天天和舍友吹
嘘家乡的白菜有多好吃，但一直

没有机会给大家尝尝，很是遗
憾。工作之后，常年呆在深圳，每
年过年回家总要在行李箱里拉
上几棵白菜，回到深圳甚至切开
来分，看着大家疯抢家乡的白
菜，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陶若熙（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居民 8岁 小学生）：

家乡有最好吃的白菜

我的爷爷种过白菜，我
知道胶州的白菜是全国最好
的，我的家乡三里河的白菜
又是胶州最好的，虽然我不

会种白菜，但是等我长大了
一定会帮助胶州的白菜走遍
全世界，让所有的外国人都
说好！

胶胶州州一一处处大大白白菜菜种种植植园园内内，，菜菜农农正正在在忙忙碌碌。。

胶胶州州大大白白菜菜推推广广活活动动。。

如如今今已已形形成成了了年年产产值值高高达达1155亿亿元元的的产产业业链链条条

““胶胶白白””何何以以叫叫响响全全国国白白菜菜市市场场

1949年12月1日，中央关于山东大白菜作为斯

大林寿礼给山东分局的电报。这份电报在胶州市

档案馆存有复制品。

11995588年年 11 11月月，，北北三三里里河河小小学学寄寄给给宋宋庆庆龄龄的的

““大大叶叶胶胶白白””。。 胶胶州州市市委委宣宣传传部部提提供供
宋宋庆庆龄龄写写给给毛毛泽泽东东的的感感谢谢信信。。 胶胶州州市市委委宣宣传传部部提提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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