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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辣一麻”是莱芜特色农产品的招
牌，实际上，除了“三辣一麻”，莱芜还有
很多小众农产品，如高庄芹菜芽儿、白花丹
参、鸡腿葱、小姜、干烘茶等，虽然规模不
大，产量不高，但品质独特，在市场上很受
青睐。日益发达的物流业也为全国各地的人
尝“异地鲜”提供了支持。越是独特的产
品，越有价值，越有生命。在莱芜市农业局
的指导、扶持下，莱芜特色小众农产品逐渐
走出家门找市场，或搭上“互联网+”的班
车，扩大销量、增加效益，或和高等院校合
作，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值。

本期呈献给读者的4个故事选取了莱芜特
色小众农产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四样产品———
芹菜芽儿、白花丹参、鸡腿葱和小姜。它们的共
同之处都是莱芜的地理标志产品，是“俺莱芜
独有”的东西。其中，白花丹参、鸡腿葱都经历
了从品种濒危到被发现、被保护，提纯复壮的
艰难过程，才发展到今天。不同之处在于，面
临社会特色需求的增加，“酒香也怕巷子
深”的情况不复存在了，在产业发展的道路
上，它们各自走出了不同的路子。

■记者感言

“俺莱芜独有”

的农产品啥模样
□ 于向阳

特色农产品篇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1月4日下午4点半，天色渐暗，在莱芜市
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处曹家庄村明利特色蔬
菜合作社种植基地，理事长陈明新正在和社

员们给芹菜盖毛毡。
“芹菜正在睡‘回笼觉’呢，夜里温度

太低，不能冻着芹菜秆儿。”陈明新说。
在陈明新眼里，芹菜可“金贵”着呢。

明利特色蔬菜合作社种植基地位于嬴汶河南
岸，“有一年，我们到北岸试种芹菜，一样

的技术标准，味道就没有南岸种出的好。”
陈明新说。

今年，基地蔬菜品种已达62种，每一种
蔬菜陈明新都当做自己的儿女一样悉心照料。
高庄芹菜是“长女”，陈明新更是百般呵护。

“普通芹菜在10月份就陆续上市销售，
而我们在那时正开始让‘长女’呆在家里睡
‘回笼觉’。”

这不禁引起记者的好奇：“这一觉醒来
不耽误买卖吗？”陈明新说：“睡‘回笼
觉’，是为了让老茎叶的干物质充分回流到
根部，老茎叶逐步衰退分化出新嫩芽儿。人
睡个回笼觉更精神，芹菜睡‘回笼觉’后营
养价值更高。”

整个“回笼觉”期间，气温下降，每天
下午4点半，社员们会及时给芹菜盖上毛毡，
防止夜里冻着，次日早上8点半，再揭开毛
毡，让芹菜晒晒太阳“补补钙”。

“大棚里还装上了空调。”陈明新说，
在零下15度这样的天气会打开空调，和人一
样，三九天暖和点，芹菜就能舒开身了。

芹菜最嫩的部分就是芹菜芽儿，而且明
利芹菜的芽股数能达到4至6股，比普通芹菜
多长出2至3股，特别适合生吃，被大家称为
“水果芹菜”。

“这是因为我们的芹菜还经历过一个
‘炼苗期’。”陈明新介绍。

当时建设基地时，牵扯精力多，栽了芹
菜苗后，大家有段时间没有精力去管，既不
浇水也不施肥，反而发现芹菜长得很好。

从此，让芹菜“饿一饿”成了惯例。每
年7月初栽苗，从农历七月十五到中秋节，就
不再给芹菜施肥浇水，让它处于饥饿状态，
这就是“炼苗期”了，过了中秋，开始给它
水喝，久旱逢甘霖的芹菜此后会进入加速生
长期，分出更多的股数。

说话的空儿，陈明新走进芹菜大棚，从
地里扯下一根芹菜芽儿，只听“啪”的一
声，又青又脆，吃到嘴里，又嫩又甜，水分
多，还没有一点儿渣。

“正是经过‘炼苗期’和‘回流期’，
它的口感才嫩、脆、香、甜，味道美。”陈
明新笑着说。2008年，高庄芹菜被认证为无
公害农产品，2012年认证为绿色产品、地理
标志农产品。

“前几天浙江温州的张宝巧通过老客户
介绍，专门开车来买芹菜芽儿，不巧，芹菜
还在睡‘回笼觉’。”陈明新说，每年腊月二十，
在“回笼觉”中的芹菜纷纷被叫醒，单独剥出
芹菜芽儿上市销售。因其独特的口感和清
香，市面上普通芹菜卖3到4块钱一斤，高庄
芹菜芽儿可卖出28至38元一斤的高价。

经过“炼苗期”“回流期”，口感嫩、脆、香、甜———

睡“回笼觉”的芹菜芽儿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 虹

作为“中国生姜之乡”，莱芜生产的姜
丝少肉细，块大皮薄、辣浓味美，富含粗纤
维素、挥发油、维生素及硒等成分。但一般
说到莱芜姜，都指莱芜大姜。其实，莱芜小
姜比大姜的品质还要高。

1月4日，在莱芜市莱城区戴花园社区的
山东省万兴食品体验店里，工作人员将精选
的小姜块装进礼品盒里，等待顾客上门取
货。小姜礼盒是这家店畅销的特色农产品，
想购买的顾客需要提前预约才能买到。

“很多外出探亲、走访的市民都喜欢拿
莱芜小姜做特产礼品。”公司办公室主任王
凤芝说。

王凤芝说：“莱芜小姜有三大妙用，药
用、食用和保健用，这是大姜没法比的。”

2017年6月，4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人急匆
匆地来到体验店。一进门就问，有没有小
姜。当时店里正好还有两箱小姜。这几个人
看了看姜的品相，询问了一下价格，二话没
说就全要了。

“当时精品大姜10元一斤，小姜则18元
一斤。我们给他推荐大姜时，对方才告诉我
们，他们是从潍坊过来的，当地老中医开的
药方需要用小姜做药引子。听说莱芜小姜品
质最好，他们几个人一大早就开车赶过来
了。”王凤芝说。

店员告诉他们，以后再买莱芜小姜，可
以从电商平台上买，品质和店里一样放心。

同样做调味品，小姜味道更浓郁，因为
小姜的姜辣素和姜油含量比大姜高。

2017年12月，市民王书健从店里购买了5
个小姜礼盒。王书健的亲家在内蒙古，每次
去，莱芜小姜都是必备的礼品。“用小姜炖
羊肉，更出味，更鲜美，内蒙古的亲戚都喜
欢。”王书健说。

在万兴体验店里，绝大多数小姜是被当
做调味品买走的。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
间，莱芜小姜也是作为运动员专供产品被送
到北京。“精品小姜每盒88元，大姜每盒68
元，专门预订小姜的人很多。”王凤芝说。

用小姜做原料加工成的保健品也格外受
青睐。“姜是驱寒养胃的佳品，我们研发的
姜茶，很受女性消费者的欢迎。”王凤芝
说。

去年中秋节，市民田丽因为吃大闸蟹患
上了痛风。在尝试了电烤、暖水袋热敷等办
法都无效后，她冲了一杯热乎乎的姜茶，没
想到喝完出了一身汗，痛风的症状竟然减轻
了很多。从那之后，姜茶成了田丽每天的必
备饮品。

虽然小姜优点诸多，但就产量说，小姜
产量不如大姜高。在“中国生姜之乡”，小
姜种植面积仅有两万亩，不足大姜面积的五
分之一。土质较好的平原地带主要种大姜，
山岭薄地才种小姜。苗山镇一带是莱芜小姜
的主要种植基地。

“莱芜姜主要还是做品牌，虽然现在小
姜产量低，但随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
求，小姜的市场还会逐步扩大的。”莱芜市
农业局副局长刘振伟说。

正是因为莱芜生姜的高品质，在2017供
给侧改革与果菜产业绿色发展全国年会暨第
十五届中国果菜产业论坛上，“莱芜生姜”
被评为“2017全国十佳蔬菜地标品牌”，品
牌价值123 . 66亿元。

做药引子、清炖羊肉、驱寒养胃———

小姜三用
◎国家特色蔬菜技术产业体系综合试验站落户莱芜。
◎莱芜生姜被评为“全国十佳蔬菜地标品牌”，品牌价值达123 . 66亿元。
◎莱芜蘑菇去年产量6 . 5万吨，产值3 . 8亿元以上，首次漂洋过海端上美国餐桌。
◎韭菜产品绘制“韭菜地图”，推广“双证制”管理成为全省典型。
◎莱芜白花丹参实现全程机械化，面积突破1万亩，品牌价值达到1 . 2亿元。
◎“大南山”山楂干连续3年被评为“山东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莱芜茶发展生产基地8处4200余亩，干毛茶年产量25吨，涌现出“齐鲁干烘”

“凤城干烘”“六穆”“龙山大观”等品牌。
◎莱芜鸡腿葱落户山东地标产业省级平台，成功加盟中国（北京）健康农林产

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盟。
◎黑蒜系列功能性健康食品跻身传统食药同源大产业，产销量全国第一。

■
亮
点
展
示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 虹

1月5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采购部经理邓会云给李奉胜打来电话，
要追买100吨白花丹参。

李奉胜是莱芜市莱城区苗山镇岳胜中药
种植合作社理事长。10天前，他刚给白云山
公司提供了160吨白花丹参。

“每公斤加价4块钱，能不能马上给我们
发货？”电话那头，邓会云焦急地问。

要量多、价格高，这样的好买卖，李奉
胜却没有一口答应。因为如果按量给白云山
公司供货，别的药厂订单就会受影响。

最终，对方同意先发70吨。
同样急等着要货的还有天津天士力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为了满足3家上市公司的要求，李奉胜
承诺每年供货量平均都在300吨左右。

岳胜中药种植合作社白花丹参自有种植
基地1000亩，加上周边合作农户的种植，全
年产量只有1000吨。除供应上述3个上市公司
外，还留有100吨货给其余7家制药企业。

白花丹参之所以成了中药制药企业眼里
的香饽饽，是因为其独特的药效。与常见的
紫花丹参相比，白花丹参中丹参酮、丹参
2A、丹参B的含量均是紫花丹参的2到3倍。
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抗氧化、促

进睡眠等方面，白花丹参效果更好。
“这两年，中药厂对白花丹参的用量逐

年加大，我们的产品很抢手。”李奉胜说。
莱芜市的白花丹参产量和销量都占全国市场
的95%。2011年，“莱芜白花丹参”获国家农
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市场看好，李奉胜有了进一步做大做强
白花丹参的想法。一方面，岳胜中药种植合
作社采用合作社加农户的方式，在苗山镇田
家楼、北辛庄、南辛庄等村流转土地，增加
种植面积2000亩。另一方面，他们与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暨南大学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玉强联合研发丹参提纯技术，生
产丹参滴丸、提纯白花丹参，提高附加值。

因药效独特，大受客户追捧———

上市公司争抢白花丹参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2017年12月18日，来自泰安的王超一家
来到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华兴民生水果蔬菜
种植基地采摘火龙果。正准备结账离开时，
王超的妻子却被一阵葱香味吸引了，原来是
理事长侯长华的妻子亓春凤正在烙葱油饼。

“怎么这么香，有什么秘方吗？”
“有，这是用我们莱芜鸡腿葱烙的。”

说话间，亓春凤已将刚烙好的饼递到了王超
妻子手里。品尝后，妻子便“命令”王超：
“带上一些，回家我也给你烙葱油饼。”

莱芜鸡腿葱是莱芜市著名的“三辣”之
一，也是品质优良的地方特色品种，因其葱
白肥大、洁白、脆嫩，上部渐细且稍有弯
曲，形似鸡腿而得名。

葱味十足的鸡腿葱10年前却面临绝迹的
困境，是侯长华挽救了下来。

侯长华原本在牛泉镇从事农资销售。
2006年，北京的一位老板问侯长华：你们莱
芜的鸡腿葱非常有名，能不能帮忙找点？原
本熟悉当地农业情况的侯长华，这时才发现，

小时候年年都种的鸡腿葱，已难觅踪影。
经过多方打探和走访，最后在一户村民

家中找到了小规模种植的鸡腿葱。“那些鸡
腿葱不是很纯正，不少葱白都不是原来的鸡
腿形状了，味道也变了不少。”侯长华说。

为了能保住这个品种，2009年，侯长华
注册成立了莱芜市牛泉华兴鸡腿葱种植专业
合作社，并成立了莱芜市鸡腿葱协会。协会
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鸡腿葱在莱芜“落户
口”，侯长华开始提纯复壮工作。经过4年坚
持不懈地选种、育种，终于找回了原来的葱
味。2013年莱芜鸡腿葱得到了国家农业部的
认可，获得了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
志”原产地认证。

不仅“户口”有了着落，更让侯长华高
兴的是，这葱味还勾起了老一辈人的回忆。

2017年12月16日，侯长华又接到了北京
李老太打来的电话，还是和往年一样要10斤
鸡腿葱。李老太是老主顾了，但是两人却从
没见过面，让他们结缘的正是莱芜鸡腿葱。

2014年侯长华带着鸡腿葱去北京参加展
会，李老太的邻居用买回的鸡腿葱做菜时，
让她闻到了香味，勾起了年轻时当知青的记

忆。几经询问后，便打发儿子到展会上去
买，但当时侯长华带去的500斤鸡腿葱已经销
售一空，便留下了地址和电话，让侯长华邮寄。

“这一寄就是3年。”侯长华说。
侯长华说，莱芜鸡腿葱除了香之外，另

一个特点是脆，粗纤维少，无丝无渣。虽然
成了“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但侯长华并
没有盲目追求产量。在他看来，只有把鸡腿
葱最特色的品质挖掘出来，才能得到更多消
费者的认可。

这几年，侯长华一直在种植技术上下功
夫，按照标准生产，严格控制农药、化肥的使
用量，最终通过了农业部无公害产品认证。

济宁市微山县双城乡北薄东村原来也有
种植鸡腿葱的历史。2016年，该村党支部书
记于恒洪找到侯长华寻求帮助，想带领村民
把鸡腿葱重新种植起来。侯长华不但送去了
种子，还亲自上门指导，让莱芜鸡腿葱在济
宁又安了家。

如今，莱芜鸡腿葱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3000亩，“下一步我将带领当地村民一起扩
大种植面积，打开市场，让优良品种发展壮
大！”侯长华说。

真正的葱味找回来了———

鸡腿葱“落户”记

1月4日，陈明新在大棚里查看芹菜芽儿的长势。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张茜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月12日，继行政权力清单、政
府部门责任清单等梳理政府部门权责界限的清单之
后，莱芜市编办整合发布了莱芜市属部分事业单位
业务范围清单，将事业单位的业务事项纳入清单管
理范围，规范事业单位业务行为，推动事业单位依
法规范履职。

本次发布范围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8个系
统63家事业单位，梳理清单事项434项，其中行政
辅助事项29项、公益服务事项345项、经营服务事
项8项、其他事项52项，内容涵盖事业单位运行管
理的所有方面。清单发布后，未列入清单的业务事
项一律不得实施或变相实施。

市属部分事业单位

业务实行清单管理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月8日，2017年“山东省生态文
化村”遴选命名活动结果出炉，共评出我省生态文
化村30个。莱芜市雪野旅游区官正村、莱芜市莱城
区牛泉镇庞家庄村榜上有名。

自2015年以来，官正村立足资源禀赋，依托扶
贫旅游项目“乐嬉谷”，加快富民增收步伐，走出
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自2000年以
来，庞家庄村依托笔架山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建设了笔架山景区，设有中国王羲之碑林、华夏名
亭园、摩崖石刻等景点。

两村庄被评为

省生态文化村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王凤娟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月3日，莱芜本土制作的首部电
视连续剧《二妮的山村梦》拿到省发行许可证。这
是今年获得省发行许可证的5部电视剧之一。

《二妮的山村梦》从2012年开始创作，拍摄于
莱芜东部山区棋山国家森林公园小山村北泉村。据
导演韩克介绍，电视剧共17集，今年上半年将与观
众见面。

电视剧《二妮的山村梦》

获发行许可证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王辉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月11日，省旅发委和省财政厅
发布全省饭店业发展综合评审结果，莱芜市雪野旅
游区福安苑精品民宿获评四星级精品民宿，成为莱
芜市获得省级精品民宿最高级别的单位。

福安苑精品民宿坐落在国家4A级房干生态景
区，是经过精心选择、高端设计，靠山面水而建的
别墅级精品民宿群。福安苑建筑主体面积为
1600m2，2017年“五一”正式对外营业。

房干生态景区民宿

获评四星级精品民宿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亭 报道
1月11日，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剪纸协会的会员

们正在讨论剪纸技艺。据悉，该学院剪纸协会现有
50余名会员，他们利用课余时间练习剪纸，创作了
党的十九大、中国梦、抗战胜利70周年等题材的作
品近千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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