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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今年25岁的高琦家住胶州市
南三里河村，据《胶州文史资料》等
文献记载，这里是胶州大白菜的发
源地。“没有拉丝，菜汤是白色的，
生着吃更好，很甘甜。”介绍起家乡
的大白菜，高琦满脸骄傲，“我们这
里的白菜都是包装成礼品往外销
售的，能合到60元一棵，我每年都
是拿着它送人。”

现在，离胶州大白菜上市还有
二十来天，胶州市客商们已经着手

忙碌商谈今年的“胶白”生意了。白
菜两棵一箱包装好，当礼品来卖，
往年一箱一百元以上。这个价格，
让外地大白菜眼红不已。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青岛

市胶州大白菜研究所所长荆世新
谈起胶州大白菜的品牌化发展之
路，感触最深。他说，上世纪７０年
代，胶州大白菜混迹于普通的白
菜中，每斤卖几分钱。为重塑胶州
大白菜的品牌，他带领胶州市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
三间小平房里开始了对“胶白”的
研究。一年多，培育出了“胶白一
号”品种。同时也争取到了政府部
门的支持。2004年，胶州市成立了
大白菜协会，专门从事胶州大白
菜的品牌打造、产业开发。2006
年，协会成功注册胶州大白菜原
产地证明商标，并被评为中国名
牌农产品。胶州大白菜地理标志
通过国家工商总局认证。

在大白菜研究所的基地里，
记者惊讶地发现，白菜居然是听
着音乐优雅生长的；白菜们“吃”
的是豆饼等有机肥料；捉虫子用
的是物理方法，忙的时候，当地
的小学生都来帮着捉虫。“因为
要塑造品牌，必须先保证食品安
全，不能有农药残留，我们生产
的全都是无公害蔬菜。”荆世新
说。如今，有机蔬菜基地的白菜，
一上市就遭抢购。

品牌“胶州大白菜”风采再
现，带动了当地白菜行业的发
展，也引来了众多个人和企业投
资商，当地白菜种植户走上了订
单农业之路。

农户不再自己闷着种菜，而
是加入村里或镇上的蔬菜合作
社“抱团”种植，然后在当地的外
资企业加工之后集中出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普通

大白菜的种植面积大，几乎每个
村里都有种植基地。“虽然没有品
牌胶州大白菜的价格高，但是我
们的白菜也不愁销路，大部分都
按照订单生产。”胶州市里岔镇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赵义荣
称，他的基地内种植了300多亩品
牌大白菜，剩下的3000多亩都是
种植普通大白菜。这些大白菜也
都是按订单来种植的，收获之后

直接被运到蔬菜加工企业。
青岛胶州市里岔镇良一村

村民赵济温，家中有十三四亩
地。自从加入蔬菜合作社以来，
他把其中七八亩地拿出来种菜，
“我们这里是青岛康镇食品公司
的原材料基地，蔬菜品种是按照
公司的订单来种，一般是每年三
季：春天土豆、夏天黄瓜、秋天白
菜。”

青岛福生有机蔬菜合作社
则与里岔镇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模式有所不同，社长刘才栋
介绍，合作社共有250亩菜地，全
部是租来的，今年种了90多亩大
白菜。他们这里则是青岛福生食
品有限公司的原材料基地，白菜
收获之后也被直接收走制作成
“真空低温冻干泡菜”出口日本。

胶州大白菜究竟有多少在
走出口之路呢？根据有关部门的

统计，青岛市共有600家蔬菜出
口备案基地，冬季以大白菜为
主。胶州大白菜协会徐明振称，
在胶州种植的普通大白菜除了
一部分流向本地市场以外，大多
数都是从种植基地直接销到了
出口加工企业。

将土地租给合作社，然后在
里面打工赚钱的青岛福生有机蔬
菜合作社的农民一年的收入跟自
己种菜出售给出口加工企业的收

入差不多。在青岛福生有机蔬菜
合作社内，一亩地每年的租金为
800元，在合作社打工的日工资为
40元。如果一家中有一个农户在
那里打工，一年只工资就是15000
元，如果出租的土地为三亩，总收
入就是17000多元。“不只这些，效
益好的时候，我们还有年底分红，
去年每亩分红80元。”刘才栋说，
这样的话，家中其他劳动力可以
出去打工或者在合作社打工，收

入也相当可观。
而胶州市，据不完全统计，

有十几家成品泡菜出口企业，大
多为中外合资或者是外国独资，
胶州大白菜就是通过这些企业
辗转走出了国门，走上了国际市
场。

胶州大白菜

唐代即享盛誉

胶州大白菜，俗称“胶
白”，因产于山东省胶州市而
得名，是山东省的著名特产
之一。胶州大白菜以汁白、味
鲜甜、纤维少、营养丰富、产
量高等特点而驰名，富含多
种维生素和氨基酸，营养丰
富，并有耐储存等特点。在种
植中用豆饼、鸡粪作为肥料，
从不打农药，是纯正的天然
蔬菜。

胶州大白菜至今已有
一千多年的种植历史，远
在唐代即享有盛誉，传入
日本、朝鲜后，被尊称为
“唐菜”；公元1875年，“胶
州大白菜”在东京博览会
上展出，从此扬名天下。
2 0 0 6年 4月 7日，“胶州大
白菜”在国家工商总局商
标局注册为原产地证明
商标。

一一棵棵““胶胶白白””
拉拉长长的的产产业业链链
—探访韩国泡菜危机下的中国大白菜之乡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倩

韩国的一场泡菜危机将很多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白菜上，这使得大白菜之乡青岛胶州市热闹起来。这段
时间的胶州，韩国客商、白菜企业、生产基地、白菜经纪人、菜农……白菜产业链上的每一环节都异常活跃。

白菜价格波动，牵动胶州神经。“这侧面反映出胶州大白菜的品牌化之路拉长了白菜的产业链。”采访中，
胶州白菜协会有关人士如是说。

“品牌的力量”，一棵胶州大白菜卖60元

菜农接订单，白菜走上产业化之路

引来金凤凰，胶州白菜辗转出国门

格相关链接

▲系着红丝带的胶
州大白菜身价不菲。（资
料片）

▲还在地里长着的胶州白菜
早已被企业预订了。

最近几天，南三里河村的徐
立山每天都要到白菜地里去看
看，虽然今年前期雨水较多，但
是由于当地土地比较肥沃，白菜
的收成还算是不错。总共种了
600多棵大白菜，徐立山算了一
下，就算每棵20块钱，这些的收
入也在1万多块钱。对于这样的

收成，徐立山比较满意。
胶州市里岔镇良一村，赵济

温也开始计算今年自家普通大
白菜的收入。“今年的收购价格
比往年应该要高一些。”种了8亩
的赵济温今年的收入最少也得
近2万元。

品牌胶州大白菜都是按棵

出售，往年每棵最高能卖到 6 0
元，最低也不会低于20元。根据
有关数据显示，胶州市今年大
白菜种植面积 4 . 1 2万亩，其中
经过品牌胶州大白菜生产基地
认证了的基地有 3 8家，面积为
6 0 0 0亩，预计今年品牌大白菜
的产量为 7 2 0万棵。平均以 4 0

元每棵的价格售出的话，收入
近3亿元。

2010年胶州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有关信息显示，2009年，胶
州市大白菜的收入3亿多元，占
到全市生产总值的0 . 8%左右，在
一产（农、林、牧、渔）中占了十分
之一还多。

3亿元进账，6000亩大白菜带动一方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