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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平度
市田庄镇一名女童
不慎坠入姜井，青岛
消防部门紧急出动
救援；1月19日，平
度市明村镇一名男
子在姜井里干活时
被脱落砖块砸伤，被
消 防 救 援 人 员 救
出……近来，消防救
援人员姜井救人事
件频频发生，青岛早
报记者日前来到全
国著名的生姜之乡
平度市，探访新闻幕
后 隐 藏 的 安 全 隐
忧。在仁兆镇、蟠桃
镇等地，几乎家家户
户都种姜。对于姜
农来说，姜井早已成
为他们必不可少的

“地下恒温仓库”。
记者走访仁兆镇等
地，发现超五成的姜
农都在使用姜井存
放生姜。那么平度
市姜井的现状究竟
如何？存姜的过程
中为什么会带来安
全隐忧？村民该怎
样防范？又有什么
代替姜井的储存新
办法？

探
访

一个姜井能储存生姜1万多斤
4 月 17 日上午 8 点，在平度市

仁兆镇管村，姜农们将封存姜井的
泥土铲开，空气里瞬间弥漫着浓郁
的姜香味。“这些生姜是去年 10 月
中旬收获的。一般每年霜降节气
收获生姜后，我们就将它们储存在
姜井里。最近，因为生姜的市场需
求增加，能够卖个好价钱了，我们
储存的生姜就开始出井了。”姜农
介绍，生姜出井最少需要两个人进
行配合，一个人在地上，一个人下
井。下井的人把筐装满生姜，地上
的人再慢慢拉上去。“过去条件有
限，主要靠人工用绳子拉，现在有
了专门的设备，用手摇或者电驱动
轮机来操作筐的起降。”姜农说，除
了需要两个人从姜井出姜，还有姜
农要负责清理姜上的泥土、简单筛
选、装车运送，一个小团队一般是
7 个人。从早上 8 点忙到下午 4 点，

一个姜井大约能运出生姜 1 万多
斤 。“ 我 们 这 个 姜 井 能 储 姜 1.5 万
斤，仁兆镇上的姜井大约都是这么
大，储姜 1 万斤到 1.5 万斤。”姜农
们说。

随后，记者来到仁兆镇李家沽
村 ，发 现 在 一 片 远 离 村 庄 的 荒 地
上 ，密 密 麻 麻 分 布 着 很 多 姜 井 。

“这片区域地势较高，土层较厚，适
合建造姜井。”李家沽村生姜种植
户李视文告诉记者，村里有 160 户
居民，几乎家家都种植生姜，而整
个 村 里 的 姜 井 数 量 多 达 700 个 。

“除了我们村自己建造的姜井，还
有邻村的姜农也来我们村打井，就
是因为我们村地势高适合打姜井、
储存姜。”李视文指着荒地说，李家
沽 村 与 邻 近 几 个 村 子 的 姜 井 ，主
要都集中在这片荒地上。在一些
姜井的井盖上，还能看到姜农留下

的特殊记号或者数字，就像是“门牌
号”。“姜井与姜井之间，最少要保持
2 米的距离，而且不能靠近河流和水
源，不然姜井里会出水。”李视文告诉
记者。

“我今年 49 岁，在我小的时候，长
辈就用姜井来存放生姜，当时几乎家
家户户都有姜井，这种存姜的习惯一
直延续到了现在。像我们家的这个姜
井就是 26 年前挖的，整个井深是 6.5
米，井内长 5 米、宽 1.7 米、高 2 米，能存
放约 1.5 万斤生姜。”李视文说，姜井其
实是一个井状的地窖，整个结构像一
个倒立的“T”形。“井口的周长一般在
60 厘米至 1 米，刚好能下去一个人。
我们家这个姜井是 6 个人挖了 10 多天
才挖好的，是用水泥固定的姜井。而
早先的时候，都是用泥土固定的姜井，
那种姜井比较危险，后来村里几乎都
改成了水泥井。”

调
查

种姜大镇超五成姜农使用姜井
记者从平度市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生姜是平度市主要蔬菜品种之一，
年种植面积在 6 万亩以上，总产量达
20 多万吨。其中仁兆镇种植生姜已
有 50 年之久了，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
期，仁兆镇便开始大面积种植生姜。
仁兆镇地处平度东南部的大沽河畔，
由于地势平坦、水源丰富、排灌良好，
非常适合种植生姜等辣性蔬菜。由于
行情日趋良好，投身生姜种植的姜农
越来越多了，从最初的少数人种姜，渐
渐地发展到了如今家家户户都种植几
亩地的生姜。去年该镇的生姜种植面
积达到 1.7 万亩，比上一年增加了
7000亩，姜农有1.5万人，鲜姜总产量

约8.5万吨，总产值预计超过4亿元。
“仁兆镇是平度市种植生姜的主

要产区，由于姜农较多，与之对应的
是姜井数量也多。在平度市，仁兆镇
的姜井是很有代表性的，据不完全统
计，仁兆镇的姜井要比其他镇都多。”
平度市蔬菜流通协会会长、仁兆镇绿
色蔬菜协会会长吕仁智介绍。据他
估算，仁兆镇超过五成的姜农都在使
用姜井，比例高出平度市其他种植生
姜的乡镇。

“以前，生姜刚开始收获时，来自
青岛本地以及昌邑、安丘甚至东北等
地的购销大户就与仁兆镇姜农协商，
一次性出钱将大姜收购买断。可是生

姜该如何储存呢？仁兆镇农民想到了一
个好方法，他们挖出一个个姜井用来存
放新鲜的生姜。近年来，生姜的价格浮
动很大，当地姜农戏称‘种姜就是玩心
跳’，总的来说，赚钱年份多，价格低迷时
也有，‘姜你军’就是这么来的。”吕仁智
告诉记者，如果遇到行情低迷的时候，姜
农就把生姜放在姜井里保存起来，等价
格高了再出手。“生姜放在姜井里，最长
能放1年半左右。姜井里面很干燥，生
姜一般不会出现腐烂的现象。”吕仁智
说，生姜跟绿叶蔬菜不同，它耐储存，仁
兆镇一直延续使用姜井储存生姜的传
统。姜井温度长时间保持在14℃左右，
被当地人称为“地下恒温库”。

声
音

废弃姜井存隐患 相关部门称尽快封盖
在仁兆镇，姜井几乎是姜农们

普遍拥有的存储库，甚至比水井还
常见。那么这些姜井是否存在安全
隐患呢？

“姜井内部的空间结构几乎都
差不多，但是对于姜井的封口方式，
姜农们使用的方法会有一些差别。”
李视文一边说着，一边带记者查看
了不同封口方式的姜井。记者发
现，处于地势平坦地带的姜井，大多
先用水泥井盖盖好，然后用水泥或
泥土封上盖，这种姜井从外观上来
看像是个“小土包”，但是却十分坚
固。在开井前，需要先把井盖上的
泥土铲掉，才能打开井盖，采用这种
方式封盖的姜井，也是记者走访中
看到的最安全的姜井。

在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记者也
看到了许多姜井，其中有些并没有用
水泥或泥土封盖，很像城市道路中的

“古力井”。“这些没有用泥土封盖的
姜井，可能下面目前没有存姜。不过
人踩在井盖上是不会踩翻的，一个井
盖大约十多斤重，需要把它掀开之后
才能看到井内。”李视文说。记者踩
上去试了试，发现确实很难踩翻。

走访中，记者还看到有些姜井上
了“锁”，在井里安装了一根铁杆横在
井口下方，让人无法下井。“这种也叫

‘上保险’，一是防止外人下井偷姜，
再就是有个保险杆在，也不怕村民失
足掉下去。”李视文说。

在所有的姜井类别中，记者发现
安全隐患最大的便是废弃的姜井。
在荒地的一处边缘位置，记者看到了
一个半开口的姜井，上面没有井盖，
只覆盖了一块大石头。“这是个废井，
已经很久没有村民使用了，因为井盖
早已破损，所以井的主人在上面挡了
一块大石头，这种井是很危险的。我

回去也跟村里反映一下，看看是谁的
井，赶紧把它填了。”李视文说。不过，
像这种废弃的姜井，记者在走访过程中
仅仅发现了一个。

“大多数姜井都距离村庄比较远，
如果不经常去姜井的密集区域，是不会
有危险的。有些姜井因为封口没封好，
确实容易掉下去人。最近有姜农正在
存姜或者取姜，为了方便作业，会简单
地封上口或者用铁皮、石头之类的东西
覆盖在井口，只是简单地遮挡一下。如
果有好奇心强的小朋友或者老年人路
过，比较容易失足掉到姜井中。”仁兆镇
几位村民告诉记者，之前曾发生过村民
掉入姜井的情况，以小孩和老人居多。

对此，记者也联系了仁兆镇人民政
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员表示，他们会定期
去各村检查姜井的使用、封口等情况。
对于存在安全隐患、已废弃的姜井，会尽
快用水泥封上井盖或将井填平。

回
放

姜井救援事件多次上演
近年来，平度市多次出现姜井救

援事件。
今年4月13日，在平度市田庄

镇，一名女童在玩耍的时候不慎坠
入姜井，青岛消防部门紧急出动救
援。到达现场后，小女孩意识清醒，
情绪稳定，但腿不敢动，初步判断是
腿部骨折。救援人员先确定井内含
氧情况，确定井下氧气充足后，由一
名救援经验丰富的消防员做好防
护，携带救援吊带，拿好骨折固定
器，在井上救援人员配合下，下到井

内，到达井底后，救援人员发现女童
左部大腿严重肿胀，不敢动弹，脸部
有擦伤，眼部肿胀，救援人员根据医
护人员的指导，对女童的左腿进行
固定后，在女童的腰部、腿上打上安
全结，做好必要防护后，由井上的救
援人员向上牵引。经过15分钟左右
的救援，将被困女童救出。事后记
者了解到，坠井女童9岁左右，在姜
井附近玩躲猫猫，由于井口上盖着
一层轻薄的铁皮，不易察觉，她一脚
踩空坠入井下。

今年1月19日，在平度市明村镇，
一名男子在姜井里干活时，被墙壁脱落
的砖块砸伤。平度市消防救援大队到
井底施救，消防员利用绳索和担架迅速
将男子救出，并将其交由120送往医院。

去年2月24日，平度市明村镇唐戈
庄村民王先生和妻子到自家姜井取姜，
王先生顺着梯子下井时不慎踩空坠落
井底。平度市消防救援大队赶往现场，
一名消防员系好安全带，沿架设的救援
梯下井，将受伤的王先生救出。经诊
断，王先生双腿骨折，没有生命危险。

/ 提醒 /

井口设置警示牌
失足坠落应冷静

记者从平度市消防救援大队了解到，
姜井是一种用于储存生姜的设施，能够延
长生姜储存时间、保护生姜品质、便于管
理和取用。在农村，用于存放生姜的姜
井，大都做了井盖，并采取了相关防护措
施。但有个别废弃的姜井则只用木板、铁
皮、石头等盖住了井口，不仅容易被搬开，
也容易导致村民踩翻失足坠井，存在安全
隐患。

“姜井存在一些潜在安全隐患。首先
是姜井密闭环境可能导致氧气不足，使人
在进入时面临缺氧风险。结构问题或地
质原因可能导致姜井坍塌。井口较小，进
出比较困难，容易发生摔倒等意外。”平度
市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员表示，村民
要学会预防“姜井危险”，平时在姜井周围
活动时，要时刻注意周围环境，提高安全
意识。姜井的所有者要在井口设立清晰
可见的警示标志，提醒人们注意。同时，
要确保姜井井盖完好，并在不使用时及时
关闭。教育儿童不要在姜井附近玩耍、嬉
戏，避免意外发生。

消防救援人员提醒，村民一旦意外坠
入姜井，要懂得自救。首先是保持冷静，
不要惊慌，以免浪费体力和增加氧气消
耗；其次要确定状况，检查身体是否受
伤，并确定井内的空间和环境；再次要及
时呼叫求救，尽可能发出求救信号，引起
他人注意；同时要寻找出口，观察井内是
否有可供攀爬或逃生的地方，利用物品
自救，如有可用的工具或物品，可以尝试
利用它们帮助自己脱困；此外，要保持呼
吸畅通，避免吸入有害气体，如有必要，
用衣物等物品捂住口鼻。消防人员表
示，如果发现有人坠入姜井，应立即拨打
119报警电话。

/ 延伸 /

新建姜井变少
存姜冷库变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平度市生姜存
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统的姜井储
藏，一种是用恒温库冷藏。“其实，这些年
平度市新建的姜井越来越少，使用冷库的
姜农越来越多。”吕仁智告诉记者，“恒温
冷库一般调至 14℃左右，这个温度下，生
姜处于自然休眠状态，可以保鲜2年。”

“最早我们家也是用姜井存姜，后来
我们去昌邑等地学习，发现当地使用冷库
储存生姜。2008年，我回到村里建起了冷
库，又在 2013 年办起了合作社，帮助村里
的姜农代储生姜。”仁兆镇姜农孙先生告
诉记者，他如今建起 5 个冷库，能够储存
800 吨生姜。“冷库方便控制温度，保鲜效
果更好。而且冷库也更加现代化，相信以
后平度市的冷库会越来越多，慢慢就取代
姜井了。”孙先生说。

在岛城，除了平度市，即墨区移风店
镇女儿村也以产姜而闻名。2018年，因为
村里的生姜产业发展很好，当地建设了一
个大型姜窖。记者了解到，这个姜窖在北
方地区算是规模比较大的，可以储存超
150万斤生姜。姜窖通道甚至能容纳两辆
农用机车进出，一条斜坡通向地下几十米
处。姜窖内部上百间库房分列两边，每个
房间门上都留有一个气窗。该姜窖除了
利用地温和自然温度，还加了保温层和可
调温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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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井的井盖很像“古力盖”。

有的姜井上写有数字编号有的姜井上写有数字编号。。姜农在自家门前建造的姜井姜农在自家门前建造的姜井。。 姜农从姜井里取姜姜农从姜井里取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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