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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白桥镇成济南市唯一整建制大蒜生产专业镇

给给大大蒜蒜挂挂牌牌，，77万万亩亩蒜蒜田田等等客客来来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徐玉敏

再过一周蒜薹集中上市
每亩产量至少增加100斤

5、6月份的白桥人是最忙
碌的，5月初卖蒜薹，5月底卖大
蒜，全年的收成就看这一个月
的行情了。4月27日，商河县大
蒜销售新闻发布会如期而至，
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客商
前来现场洽谈。来自莱芜的大
蒜收购商屈传杰有着多年的大
蒜收购经验，他谈起白桥大蒜
和蒜薹时赞不绝口：“再过不久
蒜薹就集中上市了，先来看看
今年大蒜长势。”

屈传杰谈道，今年大蒜长
势要比往年好。5月2日，记者来
到白桥镇井坞村，村前的蒜田
绿油油一片，村支书李三星的
话验证了屈传杰的观点。李三
星告诉记者，村里人都已经采
用“二膜”覆盖，大蒜生长的9个
月时间里几乎没有受到极端天
气的影响，再加上今年气温回升
较快，降水偏多，大蒜长势比往
年要好。白蒜薹每亩地能产1600
斤以上，红蒜每亩地也能达到
1000斤以上，产量较往年每亩
地至少增加100斤。

“看现在的天气，再过一周
左右，大约10日蒜薹就能集中
上市了，今年产量好，价格估计
要比去年便宜点。”李三星说
道。不管市场价格如何，根据往
年情况，白桥镇蒜薹和大蒜的
价格每斤要比其他地方贵0 . 4
元左右。李三星将其归结于质
量好。促使白桥大蒜“高质量”
的原因，一方面是当地土质，红
黏土适合大蒜生长。“据说之前
有客商来我们这里测验土壤，
结果显示我们白桥地下土质含
钙量较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当地丰富的种植经验。以井坞
村为例，村里种植大蒜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50年以前，深耕、

“二膜”覆盖……当地人在土壤
改良和蒜种改良等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探索。

高质量的白桥大蒜受到了
收购商的青睐。屈传杰说：“白
桥大蒜肉质脆嫩、香辣味浓，
还容易贮藏；这里出产的蒜
薹品质好，没有黄斑和干尖，
条干也好，是我们冷库储存
蒜薹的首选。”

种蒜收入是种粮食几倍
但人工费用几乎年年涨

据南董村村民董先生介
绍,白桥镇种植大蒜的历史少
说也有30年了。早在1978年开
始,很多白桥人就在自家自留
地里种植大蒜,然后拿到集市
上去卖,后来渐渐地开始成片
种植大蒜。董先生说:“现在不

光是我们白桥种,像郑路、玉皇
庙等地的群众也有种植的了,
粮食价格这么低,种蒜确实比
种粮食挣钱。”

他随后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每亩地大约用350斤的蒜
种,很多居民都是自家留种或
者是彼此之间相互交换,大约
得花费1000元,人工费每亩地
1200元,再加上600元的肥料,
100元的灌溉费用 ,每亩地总
花费在3000元左右。到大蒜
成熟时 ,每亩地大约能收到
2500斤 ,每斤按2 . 5元—2 . 7
元,再加上蒜薹的收入,每亩地
纯收入超过5000元。

董先生说,在所有种蒜支
出中,人工费用所占比例越来
越高。他解释道,种蒜时人工每
天150元,一人一天也就种0 . 3
亩左右,拔蒜薹时人工费每天
170元,挖蒜的时候人工费每天
150元,加起来能占到总投入的
40%左右。“现在人工费越来越

高了,估计以后能占到一半。”
董先生说,“我们村人均耕地比
较多,每人1 . 7亩地左右,去年
行情还行,村里人均收入突破1
万元。”去年粮食价格比较低,
农民种粮食每亩地的收入不足
2000元,白桥蒜农种蒜之外,还
有一季玉米收成,这样算来,种
蒜收入近乎种粮食的四五倍。

董先生谈道，尤其是拔蒜
薹期间，人工费用近几年上涨
较大。“现在拔蒜薹也就三天的
抢收时间，白桥7万亩蒜田，需
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有点
供不应求，价格几乎年年都在
上涨。”

修建小营子扬水站
可解决45个村灌溉问题

进入白桥镇之后，记者发
现不少蒜农正在忙着给大蒜进
行灌溉。灌溉方式多为从自己
打的机井里抽水。据蒜农张女

士介绍，大蒜从种植到收获需
要9个月时间，其间需要灌溉5
次以上。眼下的灌溉差不多是
大蒜成熟前的最后一次灌溉。
张女士说：“徒骇河里有水的时
候就用水灌溉，没水的时候就
用这机井的水灌溉。新打的机
井用起来挺方便，安装好之后，
一个人守着就行。”

“种蒜得用心，灌溉可马虎
不得，大蒜缺了水可不行。”张女
士说。为了保证大蒜生长期间的
用水情况，白桥镇在水利设施方
面没少下工夫。小营子扬水站是
今年的重点水利工程。5月2日上
午，记者来到小营子扬水站修建
现场，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建
设中，当天正在给扬水站装泵，
大约还有1个月的时间，扬水站
即可投入使用，届时将解决45个
村庄的灌溉问题。

据白桥镇人民政府工作人
员介绍，近几年来，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日趋完善。多个基础建
设工程齐头并进，保障了全镇
的丰产丰收，先后投资实施了
土地整理、基本农田保护示范
区、小农水建设等项目，水网、
路网、水利设施等农业基础设
施得到有效改善。积极对接涉
农惠农项目，投资2800万元，实
施了涉及53个村的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项目，整修道路39042
米，清淤沟渠6138米，建设桥梁
8座，管涵35座，排水涵72处。

除了投资500多万元重新
修建了小营子扬水站外，该镇
还投资200多万元，对镇域内农
业水利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完
善，新建孙家泵站一处，并对孙
邦子扬水站等其他4处扬水站
设施设备进行维护检修。为应
对春季旱情，鼓励群众进行生
产自救，走“以井保丰、以河补
源”的新路子，按照每新打一眼
机井补贴1000元的标准给予补
贴，2017年号召群众新打机井
300多眼，镇财政补贴30多万
元。投资100多万元购置抽水设
备20台套，通过从徒骇河二级
提水解决群众春灌难题，并且
加大人力财力投入对镇域内主
要干沟全面清淤，大力实施“井
井通电”工程，全力满足大蒜生
长期的灌溉需要。

给大蒜挂牌
“商河大蒜”跨入新时代

眼下，白桥镇蒜田面积达
到7万亩，年产大蒜10万吨、蒜
薹4 . 5万吨。现在种植技术大
家都掌握了,种植经验也有了,
销路也不用担心,但是大家的
收入还是不太高,不少蒜农也
开始在深加工上动起了脑筋。
蒜农刘先生说:“之前的蒜片加
工厂赚了不少钱,可是污染太
严重就被取缔了,怎样才能在
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进行深加
工呢?”刘先生觉得注册商标
后,简单加工进入大超市大市
场,或者是加工成调味剂和酱
菜,都是不错的选择。

作为济南市唯一整建制大
蒜生产专业镇，如何增加大蒜
的附加值，也成了当地政府着
重考虑的问题。白桥镇党委书
记陈爱国谈道，大蒜产业已成
为白桥镇的优势主导产业。近
年来，白桥镇坚持以标准化生
产提升内在品质，以品牌化经
营拓展国内外市场，以精深加
工延伸产业链条，走出了一条
依托大蒜产业兴农富民强镇的
新路子。生产的“商玉宝”牌大
蒜产品通过了无公害食品、绿
色A级食品认证，成功注册了

“商河大蒜”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标准化大蒜基地相继被评
为山东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基地”和山东省“十大高效生态
科普示范基地”。如今，白桥镇
已成为商河县15万亩大蒜基
地的技术推广中心、信息交
流中心、产品销售中心和价格
形成中心。

陈爱国谈道，今年白桥
镇 将 开 展 大 蒜 产 业 提 升 行
动，对标农产品生产交易基
地建设，在进一步推广标准
化有机大蒜种植的同时，因
地制宜地加快推进大蒜交易
市场建设，引进壮大大蒜深
加工企业，加快冷库群建设
进度，探索蒜油、蒜素、酵素
等多种大蒜衍生产品，不断
拉长大蒜产业链条。

值得一提的是，白桥镇今
年有8个贫困村冷库群项目建
设，目前均已完成主体工程和
设备订购，其中，井坞和关王庙
村的冷库项目已申请验收，计
划5月份投入使用。据了解，目
前，这些冷库均通过对外承包
收取租金的方式进行运营，所
得收入将用于贫困户脱贫和村
里的公益事业。

每年的5月份，白桥人总是
格外忙碌，成千上万的客商从
四面八方赶来，从县城周边的
国省干道到纵横交错的“村村
通”公路，来往车辆满载着一捆
捆蒜薹和一袋袋大蒜，空气中
飘荡的蒜味让“中国大蒜第一
镇”不再是一个称号。5月10日
左右，白桥镇的蒜薹将进入
收获期，作为济南市唯一整
建制大蒜生产专业镇，7万亩
大蒜已经成为该镇农民增收的
主导产业。

蒜薹丰收了。

白桥镇的大片蒜田。

蒜农们在使用大蒜收获机收获大蒜。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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