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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因营养丰富被誉为“蔬菜之
王”，而胶州大白菜则以汁白、味鲜甜、
纤维少、营养丰富、产量高等特点而驰
名中外。目前，胶州大白菜年产达到
720万棵，年产业总值达14 . 6亿元。然
而，胶州大白菜能“走到”今天并非易
事，它曾一度濒临绝收。
近日，半岛记者与胶州大白菜种

植者促膝而谈，听他们讲述胶州大白
菜的成名故事。

●品牌之历史

从名扬天下到涅槃重生

据胶州市农业局相关专家介绍，
胶州大白菜俗称“胶白”“胶菜”，已具
有一千多年的种植历史，远在唐代即
享有盛誉，后传入日本、朝鲜，被尊为
“唐菜”。1875年，胶州大白菜在东京
博览会上展出，被评为优质产品，从此
名扬天下。“在封建社会，胶州大白菜
就是贡菜。”一名白菜种植者说。
据清代史料记载，胶州大白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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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增修的《胶县县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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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藤野先
生》一文中也提到，“用红头绳系住菜根，
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1957
年，毛泽东主席赠送胶州大白菜给宋庆
龄，宋庆龄十分感动，专门回信致谢。
专家介绍，大白菜适合在胶州生

长，是因为这里的土质松软、沙壤，在
黑土地扎根15厘米的白菜，在这里能够
扎根25厘米。在胶河、洋河、三里河河水
的灌溉下，白菜品质非同一般，具有“帮
嫩薄、汁乳白、味鲜美、营养好”等特点，
生食清脆可口，熟食风味甘美，可拌、炒、
蒸、煮、熬，吃法多样，老少皆宜。
然而，胶州大白菜在数十年前曾

面临绝收危险。“不抗病，产量不行，一
般菜农种不好，所以就不种了。”今年
62岁的荆世新研究胶州大白菜种植
30年，他说，当时胶州市非常重视大白
菜种子和栽植技术研究，“正是在政府
的引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大白菜很
快就渡过了‘难关’。”荆世新说，1996
年，胶州大白菜礼品装再次上市，标志
着胶州大白菜开始走上新的发展阶
段。1999年，胶州大白菜被农业部认
定为优质产品。
如今，胶州大白菜的原产地三里河、

丁家庄一带，历经几十年的技术开发、品
种培育、种质提纯复壮，使胶州大白菜始
终保持着优良的品质和发展趋势。

●品牌之腾飞

每一棵都“身世”可查

进入新世纪，在全国上下对农业
工作进一步重视的大好形势下，胶州大
白菜作为胶州农业第一品牌再度受到高
度重视，新一轮胶州大白菜种植热潮拉
开了序幕。
2004年8月，胶州市大白菜协会成

立。2006年4月，“胶州大白菜”在国家
工商总局顺利注册为国家原产地证明商
标。
“商标的注册仅仅是个开始，后续
的管理办法才是品牌创立的关键。”胶
州市大白菜协会会长张居波介绍，他
们从品种选择、肥料使用、病虫害防治
到加工贮藏的全过程进行了深入研
究，制定了明确的生产技术规程，并将
栽培、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有
机结合起来，提高了胶州大白菜的产
品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获评山东
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为完善胶州大白菜基地的生产条

件，2008年起，胶州市设立了“胶州大
白菜优质化生产示范区”，建设连栋温
室、钢架拱棚，安装了滴灌、声谱仪等
现代化生产设施、设备。同时，还建设
了胶州大白菜加工包装车间、冷藏库、
研发中心等配套设施；建立了胶州大

白菜检测中心，能够对产地的土壤、水
质等生产指标及大白菜产品的农残指
标、营养指标进行详尽检测。
目前，胶州大白菜已经实现了以

秋季生产为主，春、夏为辅的多季生产
模式，保证了胶州大白菜的全年供应。
“质量是品牌的关键，胶州大白菜最
过硬的也是质量。”张居波介绍，正宗胶
州大白菜必须产自经过协会认证的基
地；产品经检测合格以后，在每棵白菜上
粘贴原产地证明商标标志，通过这个标志
可以查到每一棵白菜的生产单位、生产地
点、生产流程和产品质量检测结果等信
息，实现胶州大白菜“棵棵有身份”。
据悉，胶州市大白菜协会已发展

会员 30多家，胶州大白菜会员认证基
地种植面积达 6000亩，亩产 5000公
斤左右，带动了全市 6万亩大白菜生
产。胶州大白菜已成为胶州市促进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重要物产。

●品牌之合作

高科技种菜告别单打独斗

今年 42岁的张居宝种植胶州大

白菜近 20年。一开始，他既种植大白
菜，又贩售大白菜。2008年，青岛绿村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在胶莱镇南王疃村
挂牌成立，张居宝加入合作社，成了一
名管理人员。
“现在我负责 500亩左右土地的
种植管理等工作，不是‘单打独斗’了。”
他说，以前自己种大白菜，销售渠道并不
稳固，要经历一年价高一年价低的波动。
“合作社就不会面临这种情况，销售渠道
稳固，种植大白菜方式科学有效，白菜质
量提升了，价格也提高了。”
据该合作社相关负责人介绍，胶

州大白菜种植早已变得“高大上”了。
2011年，他们引入农业物联网智能控
制系统，这套系统包括信息采集节点、
计算机控制中心和智能控制系统。通
过安装在大棚里的信息采集节点可实
时采集、存储其所在地点的各种土壤
和环境参数，获得包括土壤温度、水
分、空气湿度、光照度等数据。而这些
数据又能通过无线发射器传送到计算
机控制中心，技术人员可在办公室里
随时掌握大棚实时环境信息，根据这
些信息，计算机直接控制大棚的天窗、
遮阳网、湿帘作业。
同时，合作社带动周围1000余种

植户实行统一供种、统一供药、统一供
肥、统一技术，采用脱毒种苗、配方施
肥、节水灌溉等标准化生产技术。据统
计，2 0 1 6 年该合作社总产值达到
1000万元，收入800万元，户均收入8
万元，人均收入2 . 5万元。
在“绿色、科技、生态”概念日渐普

及，高效有机农业和观光旅游业地位
不断提升的今天，走科技观光农业发
展的道路已成为“绿色经济”大背景下
的一种自然选择。今后，观光农业将成
为重要产业，农业观光园作为观光农
业的载体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下一
步，合作社要将农事活动、观光休闲、
科技示范、环保节能等融为一体。

●品牌之推广

胶州大白菜的“国际范”

2017年11月，山东省青岛胶州大
白菜产销订货会召开。会上公布了精
品胶州大白菜的销售价格为 60元/箱
（两棵），约合 3元/斤。订货会现场，一
些胶州大白菜生产合作社收到了来自
北京、上海以及国外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地的订单。
据悉，胶州市每年都会举办类似

的订货会，每次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
客商参会。
早在 2015年，胶州市政府启动

“胶州大白菜异地销售点建设”，目前，
胶州大白菜已经在全国 30多个大中
城市设有“胶州大白菜”销售商，并远
销美国、日本、韩国、欧盟及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在北京等大城市里，胶州
大白菜可以卖到五六十元一棵。
“大白菜也入网销售，去年在网络
上，一棵8斤的大白菜能卖到38元，很
受欢迎。”一名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多种
方式推介，胶州大白菜知名度不断提高。
目前，胶州年生产、销售大白菜种

子 100万斤以上，占全国大白菜种子
销售量的七分之一；大白菜年加工能
力超过千吨的企业有8家，其产品既有
在亚洲占重要市场的泡菜，也有销往
世界各地的保鲜菜、大白菜粉、大白菜
汁等深加工产品。

这盘“菜”为何能端上国际餐桌
胶州大白菜“腾飞”式发展，驰名中外背后是过硬的质量

胶州大白菜及其深加工产品
正销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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