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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县大蒜种植历史已达2000余年，常年种植大蒜70万亩，
年均产量80万吨，带动周边种植大蒜200余万亩，其面积、产量、
品级、品质、出口量均居全国之首，金乡县是世界大蒜的种植中
心、流通集散中心、加工出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发布中
心，素有“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的美誉。

金乡县一直把农业品牌建设作为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

力的重要抓手，积极实施品牌农业战略。目前，金乡大蒜
已先后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银质奖”“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欧盟地理标志认证”“中国驰名商标”“10+10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山东省首批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山东省十大地理标志商标”“2017年中国百强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等称号。2011年，金乡县被命名为全国有机农业
(大蒜)示范基地，通过了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和德国
的色瑞斯认证有限公司的认证，产品受到欧盟、日本等国
家和地区的认可。金乡大蒜连续8年荣获中国国际有机食品
博览会金奖，2019年品牌价值218 . 19亿元，位列全国农产品
第8位，蔬菜类第1位，对外影响力逐步提升。

金乡大蒜的品牌之路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王伟 赵长亮

10月是金乡大蒜种植季，在金
乡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海尔卡奥
斯金乡大蒜种植基地，金乡县聚龙
集团有限公司大蒜基地负责人李秋
丽忙着测试土壤的各类指标。

“关注土壤的各项指标，是为
了保证来年大蒜的品质。通过海尔卡
奥斯平台体系，大蒜的种植、施肥、温
湿度包括病虫害等全程可追溯，亩产
提高5%到10%，产量质量都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李秋丽说。

2018年，海尔卡奥斯金乡大蒜
示范基地正式落地，用物联网技术
搭建全新的农业种植示范平台，大
蒜从种植到上餐桌，实现了全程可
追溯。

质量安全是品牌农业的生命。
围绕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金
乡县建立完善了一整套从种植、收
获到销售、加工的操作规程，建立
全程技术标准体系，金乡大蒜生产
标准被列为国家标准。

金乡县在大蒜的生产管理上，
突出管理智能化、生产机械化、种
植标准化、环境生态化，推进大蒜
标准化种植，带动全县“三品一
标”种植面积达42万亩。在《地理
标志产品金乡大蒜》国家标准的基
础上，推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区7万
亩大蒜的种植标准化，并且利用产
业园项目资金重点打造标准化种植
示范基地核心区1万亩。

在产业园种植基地，新技术、
新设备得到广泛应用，以促进土壤
修复改良。中科院、中国农科院、
山东农大、南京土壤研究所等9家科
研院所专家团队落户基地；在全域
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投资500万元实
施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推广病虫
害绿色防控、可降解地膜、超声波
等主推技术，划定150亩重点开展抗
重茬、营养菌剂、新品种对比试
验，不断推进土壤改良修复，全面
提升耕地质量；投资179万元安装水
肥药一体化喷灌设施，降低生产成
本，提升农民收益。

“水肥药一体化喷灌设施，一
亩地一次性投入2600元，100多亩蒜
地，我一个人操作开关，半天就能
完成浇灌，当年通过省工省肥省水
节约1200元，还能防止大水漫灌造
成土壤板结。”基地种植户鱼山街
道寻楼村寻克喜说，“今年种植的
蒜种是新品种，并且经过了超声波
技术的处理，现在地里的蒜长势良
好、个头大，目测比去年能增产
30%。”周边蒜农对基地内使用可降
解地膜非常感兴趣，去年种植大蒜
覆的膜，在收蒜薹之前，就已经差
不多完全降解了，待到收获蒜头
时，地膜残留几乎为零。

大蒜种植、收获人工成本高，
一直是困扰蒜农的大问题，大蒜因
是小品种农产品，机械化研发进度

一度比较滞后。山东省玛丽亚农业
机械有限公司在金乡县的大力支持
下，近年来完成了大蒜分拣、拌
种、种植、收获等机械的研发生产，
同时，园区又引进国内外各类机械，
在基地进行试验、示范，连续3年成功
举办全省大蒜机械化种植和收获现
场会，农民对大蒜机械化充满了期
待。经过基地3年的机械化试验，大
蒜种植和收获的机械基本成熟，达
到了推广要求，园区联合全县两家
国家级合作示范社京信合作社、董
亮农机合作社及玛丽亚机械，共同
成立了大蒜农业机械化服务联合
社，向全县推广大蒜机械化耕作。

玛丽亚机械研发的大蒜播种机
是世界首台智能大蒜精量播种机。
“这一播种机，是由山东农业大学
和玛丽亚机械等企业历时5年联合研
制的。通过田间播种效果看，出芽
率在90%以上，非常符合山东对大蒜
种植农艺的要求。”玛丽亚公司总
经理辛丽介绍。在播种机械面世
前，一亩蒜地需要播种2 . 5万颗大蒜
瓣，劳动强度大，成本高，每到播
种时节，金乡及周边200万亩蒜田同
时开工，就会出现“抢工潮”，工
人工资一度超过每天300元。智能大
蒜精量播种机面试后，一台机械每
天可播种大蒜50多亩，只需2-3人进
行操作，相当于原来200多个人的工
作量，有效降低大蒜播种的人工成
本，并且打破了传统大蒜播种不能
直立、种植效率低的局面，为大蒜
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近日，位于金乡县的国际蒜
都中心基本建成运营，不仅成为
全方位展示当地乡村振兴的窗
口，还集展览展示、信息发布、
产品检测、科技研发、创业孵化
等功能于一体。国际蒜都中心以
“蒜姿曼舞”为设计理念，6个
厅像6个“蒜瓣”，从空中看顶
部造型为大蒜横切面。

在其中的一个“蒜瓣”———
大数据中心，大蒜种植面积、仓
储、出口、行情等大蒜大数据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一二三产物联
网实景监控等内容可一目了然。
当地开通大蒜价格指数，采集了
六大产区的市场价格、交易量等
数据，收集了2004年以来每天的
金乡大蒜市场交易价格，对大蒜
价格走势进行分析。

类似这些数据，以前金乡
县不少大蒜贸易公司都是从别
处购买。“其他地方的数据不
精准，费用也高，咱们这里的
数据，包括各个国家的进口数
量、我们国家的种植面积、每
个 大 蒜 产 区 的 面 积 ， 都 很 准
确，实时更新，对我们来讲，
非常方便快捷。”国际蒜都中
心提供的数据让金乡县和福隆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营 销 总 监 孙 冬
辉，做起外贸生意来更加得心
应手。

今年上半年，金乡县大蒜及
其制品出口量为22 . 1万吨，同比
增长87 . 3%；出口额15 . 2亿元，同
比增长100 . 33%，加工出口量牢
牢占据全国七成。

为金乡大蒜贸易提供动能的
不仅仅是蒜都中心大数据平台
的全产业数据。去年 1 2月，全
国首个服务县域经济的海关贸
易便利化服务中心——— 济宁内
陆港在金乡县正式投入运营，
金乡大蒜出口企业可以在货物
进入济宁内陆港后办理报关手
续，通关后直接运至港口装船
出口，实现了出口大蒜的当地
收获、当地装箱、当地冷冻、
当地报关、当地验放的一条龙
便捷化通关。

金乡县森马贸易公司总经理
韩腾告诉笔者：“这种模式相当
于将‘港口码头’搬到了‘田间

地头’，降低了货物在港口因压
港、滞箱产生的费用和时间成
本，物流环节大大减少，速度更
快，从发货到到达可节约2天的
时间，一个货柜可减少 8 0 0元-
1000元的成本。”

为方便大蒜国际交易，金乡
大蒜产业相关企业，还直接在国
外，建立了大蒜海外仓库。

山东蒜都(跨境)电商产业园
经理刘杰告诉笔者：“我们现在
已经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哈
萨克斯坦企业，互相参股在阿拉
木图金城市场，建设大蒜海外仓
库，国外订单直接从海外仓提
货，从根本上解决了时间和质量
的短板问题。”

为培育外贸新动能，金乡县
通过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
务平台等新型贸易方式，优化外
贸结构，提高效益质量。为支持
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大力实施
“跨境电商行动”，加大跨境电
商方面的服务，特别是加大跨境
电商服务商的引进。

今年，金乡县将引进跨境电
商平台服务商2家，组织跨境电
商培训3场以上，引导企业入驻
跨境电商平台200家以上。

金乡大蒜买全国、卖世界
得益于金乡县强大的储藏、流
通和加工能力。目前，金乡县
恒温 冷 库 冷 藏 能力 超 过 4 2 0 万
吨，占全国储存量的70%以上。
建设3处农业农村部定点的国家
级大市场，建立了完善的冷链
物流体系，金乡大蒜国际交易
市场成为亚洲最大的产地单品
农产品交易市场，大蒜市场年
交易量300余万吨；自营进出口
企业超过600家，大蒜产品出口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
全国大蒜出口总量的70%以上，
县级单一农产品出口创汇多年
保持全国第一。

去年4月，“金乡大蒜号”
国际集装箱冷链班列首发，标志
着金乡县在融入“一带一路”倡
议中更进一步，实现了大蒜出口
路铁联运、铁海联运的无缝对
接，进一步简化了企业通关流
程，降低了运营成本，推动了全
县外向型经济发展。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记者唐峰
通讯员李荣新 董高峰)“扫码充

电，6个小时花费1元钱，再也不用
把电池提到楼上充电了。物业开通
的电动车充电站，真的方便了业
主。”11月13日，在滨州市滨城区
市西街道民安社区天场瑞府小区，
居民张宁宁开心地说。

天场瑞府小区是亚药刘村的回
迁安置小区，小区不仅有天场物
业，楼栋还配有专人的楼宇管家，

收快递、照看老幼、代买代办，物
业工作人员贴心为群众服务，入驻
3年来，先后收到了居民送来的42

面锦旗。“每一面锦旗后边，都有
一个暖心的故事。”天场物业公司
经理孟繁超说。

小区5号楼业主董女士全职在
家照看两个孩子，因为老公出差
多，早晨送4岁多的大女儿去幼儿
园时， 1岁的儿子就只能独自在
家。有次，她跟楼宇管家申海燕

说：“姐，送孩子上学时，能否帮
我照看下儿子。”申海燕当即答
应，考虑到孩子小，她和董女士商
量后去家里帮着照看。后来，申海
燕早上只要看到工作台上有董家钥
匙，就会麻利地上楼去照看孩子。
真心换真心，业主们对楼宇管家的
工作也很支持，有时自家蒸包子、
吃水饺，都会到物业给管家送一
份。

“小仝她们经常来家里，就像

自己的亲孙女。”楼宇管家仝盼盼
经常去10号楼86岁的耿慧君家中帮
忙干活。耿奶奶独居，孩子们不在
身边。物业公司得知情况后，就经
常安排人手上门帮着耿奶奶做做
饭、扫扫地，洗洗衣服，陪老人聊
聊天。像耿奶奶这样独居、行动不
方便的老人，小区有十余人，物业
工作人员列出清单，主动上门提供
拿快递、充水卡等代办、帮办服
务。

小区附近饭店少，为了方便业
主，小区开设了食堂。业主可以微
信点单，食堂工作人员上门送菜。
如果业主找楼宇管家，管家也可以
代买。“中午没时间做饭，带着孩
子来食堂，花十几块钱就能吃饱吃

好，太省事了。”正在食堂就餐的
5号楼业主董文杰说。

今年初，市西街道民安社区在
天场瑞府小区物业服务范围基础上
成立网格党支部，摸排了小区内居
民、置业公司、物业公司、新经济
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等7 5名党员信
息，成立了“红色物业”联合党支
部，搭建起“网格”党建+红色物
业党建 +“两新”党建的“三合
一”党建联盟阵地，共同参与小区
的治理和便民服务工作。

“天场瑞府‘红色物业’联合
党支部，实现了党建与社区服务双
轮驱动、互融共促，切实把服务做
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滨城区市西
街道党工委书记张立波说。

“这是我们最好的蒜粒，一公
斤25元，包装成25公斤一箱，就能
卖到625元。相对鲜蒜来说，市场波
动还小。”在山东鑫诺科技有限公
司加工车间，公司副总经理杜晓彬
正在介绍着他们的出口产品。

杜晓彬告诉笔者，一个集装箱
柜子25吨的保鲜蒜出口利润最高不
过1万元，而同样的25吨大蒜经过深
加工之后，产出的蒜片、蒜粒利润
就能达到3万多元。

蒜片蒜粒都是初加工产品，利
润还不算高，而加工成黑蒜利润惊
人地增长，2元一斤的大蒜摇身一变
成为50元一斤，附加值提高的同时
产业链也延伸了。

黑蒜是普通大蒜经过90天特殊
发酵加工而成，富含18种对人体有
益的氨基酸，有非常好的保健功
能，被称为大蒜中的“软黑金”，
也称为“黑色巧克力”。

这些大蒜深加工产品均来自全
国最大的大蒜及食品加工区——— 金
乡经济开发区食品产业园。

致力发展大蒜精深加工，由大
蒜农业向大蒜工业转变，目前，食
品产业园年加工能力达120万吨，新
加坡奥兰、美国喜万年、北京首农
等世界知名企业落户园区，培育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家、省级
10家，成为全国体量规模最大、科
技含量最高、加工门类最全的大蒜

精深加工专业园区。
“购置研发设备总数达1000余

台套，研发投入超过8000万元，年
均增长10%……”近年来，金乡县加
强科技研发，成立了金乡县大蒜研
究所，设立了院士工作站、博士工
作站、检测中心，围绕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开展科研攻关，推进产学
研合作及科技成果的转化。

现在，金乡县拥有院士工作站2

家、博士工作站2家、国家级检测中
心1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7

家，引进各类专家30位，实施蒜片
加工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等科研项目
31项，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8%，有效
提升了产业园科技装备水平。研制
开发出黑蒜制品、硒蒜胶囊、大蒜
多糖等9大系列105个深加工产品，
进一步拉长了大蒜产业链条，提升
了大蒜附加值。

1 种植标准为国家标准

3“从白到黑”价格翻倍

2 买全国卖世界

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红色物业”3年收到42面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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