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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来，出白菜。11月22日上午，
2024 年胶州大白菜丰收季暨产销对接
活动开幕式在胶州胶莱街道启动，一年
一度的胶州大白菜开园仪式也同步举
行，这标志着6万亩胶州大白菜进入大面
积集中收获季。

精彩活动喜迎白菜丰收

鼓声铿锵跃动沃野，来自马店新村
邻里艺术团的大鼓舞蹈《赛马》拉开了
胶州大白菜丰收的序章；翰墨飘香文化
赋能，众多书画家以胶白为题，创作出
不同题材的作品；“网红”在镜头前极力
推荐，让胶州大白菜走进千家万户；市
民自驾满载而归，后备厢经济助力胶州
大白菜从田园走向城市；美食大餐味蕾
盛宴，以胶州大白菜为主要食材的美食
品鉴活动香气四溢……

适逢新一年胶州大白菜丰收季，系

列庆祝活动异彩纷呈。活动内容紧扣
胶州大白菜的产、种、售、吃全链发力，
以精心打造的“白菜+”模式，助力胶州
大白菜晋位升级。

活动现场设置的胶州农特产品市
集，除了胶州大白菜，还有王疃脂渣、炎
喜制花样面食、后韩一口鲜凤凰蛋、亿
穗侬鲜玉米等特产，吸引了众多游客驻
足品尝与选购，充分展示了胶莱街道丰
富的农产品资源和独特的地方特色。

擦亮招牌引领产业发展

目前，胶州市大白菜协会的认证基

地达82家，认证面积约7013亩，胶州市
大白菜总种植面积约6万亩，年产量约
37 万吨，成为千万农民奔富共富的金
招牌。胶州大白菜是中国驰名商标、国
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胶州大白菜栽培系统 2022
年纳入山东省首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
名录，获得 2024 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并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
品牌推广清单。

活动现场，胶州市大白菜协会秘书
长张琪瑄对胶州大白菜进行推介，并通
过视频发布胶州大白菜认证基地名
单。为保证产品质量、实现可追溯，正

宗胶州大白菜要求“棵棵有身份”。胶
州市大白菜协会作为胶州大白菜驰名
商标的持有者和管理者，以质量管理为
核心，坚持生产基地认证制，在多年的
胶州大白菜种植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
优秀的种植基地，它们引领了农业高质
量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拓宽销路助力农户增收

随后，为推动产销衔接、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助力胶州大白菜从田园走向
餐桌，胶州市大白菜协会还与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青岛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胶州支行、青岛
海川兴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签
订订购协议。联动澳门山东社团总会、
青岛市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协会、青岛旅
行社代表共同启动以胶州大白菜为核
心的乡村旅游购物节，发展后备厢经
济，让乡村自驾游赋能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
和关键，是实现农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前
提。活动当天，主办方邀请意向采购商
和经销商前往胶州大白菜标准化生产
基地，参与胶州大白菜秋季新品种现场
观摩与品鉴会。现场设置的观摩、推介
展示、品尝试吃等环节，从田间到舌尖
的全流程完美体验，使胶州大白菜赢得
了客商一致赞誉，带动胶州大白菜进一
步销售提升。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李豪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
平度市仁兆镇吕戈庄村的
青岛锐阳生态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
田间地头是一派生机与活
力，100多名村民正在忙着
收获萝卜。那款曾获得“中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金
奖”“山东和青岛知名农产
品品牌”，多次荣登央视舞
台的“萝卜的尖叫”是如何
种植出来的？记者带着疑
问，向这个知名萝卜品牌
的创始人吕仁智“取经”。

餐桌上发现水果萝卜商机

胶东“蒜薹大王”吕仁智，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创业，原本把仁兆镇蔬菜
购销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却在一次到
外地与客户就餐时发现了新的商机。

“一般饭店在客人就餐后都上水果，而
我们去的那家星级酒店端上了水果萝
卜。把萝卜当水果在大城市里已经成
了一种生活时尚，虽然是个新生事物，
但我认准了它的市场前景。”回到平度
的吕仁智说干就干。

“我们仁兆大沽河的土壤是弱碱
黑土，土地透气性好，富含多种营养丰
富的矿物质，特别适合水果萝卜的种
植。我聘请育种专家，组建了专业团
队，结合天津沙窝萝卜和潍坊萝卜的
优质基因培育出一种最新的水果萝
卜。2015 年秋天，我试种了 10 亩萝
卜。由于缺乏管理经验，产品也没有
知名度，水果萝卜的市场反应一般。”

吕仁智回忆道，第二年他邀请技术人
员来到种植基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打破传统的种植方式，对种植土壤进
行优化，从水果萝卜的种植、灌溉、管
理、采收、储运等多个方面进行改进，
严格按照绿色食品规程生产，当年这
一批水果萝卜喜获丰收。

吕仁智告诉记者，这种水果萝卜
每斤的零售价是 10 元，按亩产约 3000
斤计算，每亩地毛收入达 3万元，除去
种子、肥料、人工和冷库等费用，每亩
地能增收两万余元。

田间管理用上64味中草药

在地头上，吕仁智一边跟记者说
着他的“萝卜经”，一边拔起一根萝卜
掰成两半，“你快尝尝，看看品质怎么
样？”记者一口咬下去，味甜多汁，清脆
爽口，也不像别的萝卜那么辣。这款
身子直溜、外表光滑的萝卜，个头不
大，但萝卜内瓤翠绿。“咱们这款萝卜

最大的特点就是脆甜多汁、清香宜
人。”吕仁智对记者说。今年秋天，种
植基地在青岛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青岛海洋研究所等专家教授的指
导下，针对水果萝卜的生长特点，用高
温蒸煮的豆粕做底肥，以增加萝卜的
香气，采取露天自然耕种，从种植到收
获的全过程不使用化学肥料与农药。
为了防治病虫害，选用 64 味中草药肥
物理治虫，可谓是全国首款“多肽＋
SOD”的养生萝卜。

产业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经过与专家团队的研究、商讨，
我结合锐阳水果萝卜‘咯嘣脆、入口
香’的特点，提炼、总结出‘萝卜的尖
叫’的三声叫，那就是：‘脆甜的叫，通
畅的叫，幸福的叫’。”说起“萝卜的尖
叫”，吕仁智的脸上写满了喜悦，“公司
注册了‘萝卜的尖叫’商标，把它打造
成为从田间到舌尖的健康美味，让消
费者品味到那份入口爽心的快感。”

经过吕仁智卓有成效的精心栽培
与品牌打造，尽管“萝卜的尖叫”价格
比普通萝卜高出 10 倍多，但仍然供不
应求，也喜结了北上广深等高端客户，
目前在多个电商平台均有销售，成为
人们追捧的养生佳品。在受到市场的
认可后，今年吕仁智号召周边 1000 多
名农户加入到这个萝卜种植行业，村
民们共种植 15000 余亩，眼下丰收在
即，效益可观。明年将吸引更多农户
种植这个萝卜品种，带领更多村民共
同致富。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马妮娜 马丙政 摄影报道

每斤十元，水果萝卜“高调”上市
平度种植大户吕仁智有份独家的创业经：“好萝卜自己会吆喝”

200多亩青萝卜
从这里走上餐桌

即墨区段泊岚镇“萝卜村”
迎来丰收

本报11月22日讯 11 月 22 日，即
墨区段泊岚镇栗林村的田间地头遍布丰
收景象：绿油油的萝卜缨，水灵灵的大萝
卜，分外喜人。近日，栗林村的萝卜喜获
丰收，进入收获期。200 多亩青萝卜正
在陆续登上大家的餐桌。

在园召进蔬菜合作社种植基地内，
村民们忙着采收萝卜，不一会儿，一根根
硕大饱满的萝卜堆在地头，随后被整理
装箱。栗林村的萝卜脆甜多汁，深受消
费者的喜爱。这些青萝卜当天就将直接
进入农贸市场和各大超市。

合作社负责人姜丽告诉记者，合作
社今年种植了 200 多亩青萝卜，萝卜产
量很好，亩产可达1万斤，价格较往年有
所增长。合作社通过种植合作社订立销
售合同，确保农民增产增收。栗林村种
植萝卜已有30多年历史，一般种植春秋
两季，生长周期为 60 天，两个月就可以
收获，周期短、产量高。

近几年，段泊岚镇不断加大农业规模
化、品牌化、现代化建设，按照“打造绿色
粮蔬基地，建设沽河田园新镇”的思路，利
用水土肥美等资源禀赋优势，坚持现代设
施农业与畜粮传统农业并重，优势互补，
彰显特色，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了避免产量过剩，村民们选择错峰
种植，确保价格的相对稳定。栗林村依托
合作社规模化种植销售模式，在保留原有
优势性状的基础上，不断对萝卜品种进行
选育培育，通过无公害管理、举办萝卜节
等方式，让栗林萝卜的品牌逐渐打响，栗
林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萝卜村”和“一
村一品”建设的示范村。（青岛晚报/掌上青
岛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张涛）

地头到餐桌，每棵白菜都能查“身份”
2024年胶州大白菜丰收季开幕式在胶州启动 6万亩白菜进入大面积集中收获季

““萝卜的尖叫萝卜的尖叫””品牌创始人吕仁智展示种植的萝卜品牌创始人吕仁智展示种植的萝卜。。

市民展示收获的胶州大白菜市民展示收获的胶州大白菜。。

胶州大白菜喜获丰收胶州大白菜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