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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蒜不成席！”酒菜上齐，韩允其抓
起一把生蒜，利落地一一剥好，搁在自己
面前。小酌一盅，吃口热菜，咬口蒜瓣，

“一日三餐，顿顿有蒜。”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鱼山街道崔口

村，因蒜而兴、因蒜而富，去年村民人均
收入达到 4.6 万元。韩允其对大蒜格外
偏爱，既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因小蒜
头拓宽了村民致富路：过去，崔口村产业

弱、底子薄。后来，正是当过 30 多年村
党支部书记的韩允其领着大伙儿种大
蒜、卖大蒜，这才脱了贫致了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

在 2022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托农业
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
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
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

近年来，金乡县持续推广崔口村大
蒜种植经验，打好致富“金蒜盘”：实施规
模化种植，着力提升大蒜品质，兴建大蒜
交易市场，打造形成集科技研发、保鲜贮

藏、精深加工、贸易流通等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发展格局。去年全县大蒜线上线下
市场交易额逾 160 亿元，带动蒜农户均
增收约 3000 元。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
《关于推介 2022 年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
型 案 例 的 通 知》中 ，“ 金 乡 大 蒜 ”榜 上
有名。

小蒜头，何以成为致富大产业？近
日，记者走进金乡县调研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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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大蒜新种法
种植走向规模化、机械

化、智慧化

夏日，正是大蒜收获、交易的忙碌

季节。待到日头偏西，稍感凉爽，崔口

村 村 民 赵 方 斌 提 上 几 样 凉 菜 、一 瓶 白

酒 ，出 了 家 门 ，径 直 向 韩 允 其 家 走 去 。

这些年，有事没事，他总爱找韩允其唠

一唠。

“今年收成不错，新蒜价格也好。”

赵方斌说。

“是啊，去年咱村每人分红 3 万元，

今年也不会少。”韩允其说，“方斌，你家

7 口 人 ，光 这 一 项 ，一 年 收 入 20 多 万

元。这日子过得美！”

“这话不假，开上小汽车、住上大房

子 ，全 靠 蒜 头 子 。”赵 方 斌 扔 一 瓣 蒜 入

嘴，边嚼边笑，“当然，这少不了您老书

记的功劳。”

1978 年底，韩允其当选崔口村党支

部书记。当时，个别村民在自留地零星

种大蒜，引起他的注意：村里沙壤土多，

适合种蒜，算下来一亩地能产 3000 斤。

于是，在一次村民大会上，他鼓励村民

多种蒜。

哪知，不少村民听后信心不足：“就

咱这土地条件，收成向来很低，种蒜难

道就能行？”

韩允其转而引导村里党员带头，赵

方斌便是其中之一。他试着在自家 6 亩

地里种上大蒜，当年亩产便达 3000 斤，

赚了 6000 元。

眼见成效不错，很多村民动了心。

韩允其趁热打铁，采取党员带头、分片

包户的形式，在全村推广大蒜种植。

本世纪初，崔口村成立山东省金乡

县东运集团，建冷库、扩规模，变一家一

户 分 散 种 植 为 集 约 化 规 模 种 植 ；建 立

“企业+村集体+农户”利益联结机制，

村集体和村民分别以集体土地和承包

土地入股，人人持股，集团公司每年拿

出不低于三成的盈利用于分红。

去 年 ，崔 口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超 过

1000 万 元 ，村 民 人 均 收 入 达 到 4.6 万

元。村里盖新房、建学校、开展环境整

治，村容村貌变了样。赵方斌感慨：“靠

着小蒜头，生活变化大。”

崔 口 村 种 蒜 致 富 的 消 息 传 开 ，周

边村庄纷纷效仿。金乡县顺势推广规

模 化 种 植 ，大 蒜 种 植 面 积 迅 速 扩 大 。

截 至 目 前 ，全 县 常 年 种 植 大 蒜 70 万

亩 ，带 动 周 边 区 域 种 植 大 蒜 超 过 200
万亩。

扩大规模，靠示范带动，也靠机械

“开路”。“大蒜钱，不好拿，不是跪着就

是爬。”赵方斌说，“过去，种蒜是个苦

力活。”

为 啥 这 么 说 ？ 赵 方 斌 比 画 着 介

绍：“种蒜常要猫着腰，弓着背，拿个铁

耙刨蒜沟，把蒜瓣一粒粒栽进沟里，再

埋 上 土 。 一 亩 地 要 栽 2 万 多 粒 蒜 瓣 ，

长 时 间 蹲 着 ，腿 受 不 了 。 我 们 要 么 把

小马扎绑在身上，要么不停地换姿势，

跪着、爬着向前挪。一天下来，腿关节

直疼。”

如 何 让 农 民 轻 松 种 蒜 ？ 近 年 来 ，

金乡县联合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

化研究所、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农

业 大 学 等 科 研 院 所 和 高 校 ，研 发 适 用

于 大 蒜 耕 种 的 机 械 设 备 ，为 大 蒜 种 植

和 收 获 环 节 提 供 全 程 机 械 化 解 决 方

案 。 经 过 不 断 试 验 ，研 发 的 机 械 设 备

达到推广要求。

2019 年 10 月 ，金 乡 县 推 出 大 蒜 机

械 免 费 播 种 计 划 ，一 台 台 大 蒜 播 种 机

开 进 村 ，供 村 民 免 费 试 用 。 望 着 这 个

“ 大 块 头 ”，有 些 村 民 犹 豫 ：虽 说 机 械

免 费 用 ，可 万 一 种 歪 了 ，种 子 不 就 浪

费了？

“大蒜播种期有半个多月，为打消

群 众 顾 虑 ，前 期 还 是 党 员 带 头 用 。 后

来，大伙儿瞧着机播的苗情好，都转变

了态度，争着用。”赵方斌说，“一台机

械每天可播种 50 多亩地，不仅极大地

提升了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还让种

蒜变得轻松起来。”

金乡县副县长赵仕福介绍，如今在

金乡县大蒜主产区，大蒜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到 61.35%。

不 光 机 械 化 ，智 能 化 程 度 也 在 提

升。2018 年底，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公

布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名单，山东

省 金 乡 县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名 列 其 中 。

走进产业园，大蒜覆膜机、收获机、植保

无人机和水肥一体化等先进装备已在

园区大面积推广。田间地头，不时可见

光伏板、摄像头、感应器等，还有黑色的

风向标不停转动。

“设备连接手机，打开手机就能查

看风向、温度、土壤湿度等指标，田间有

异常也能第一时间掌握。”金乡县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服务中心主任代

彦涛介绍，全县已有 10 余处大蒜生产基

地用上了这样的智能设备。

品质新提升
政企研携手，打通科技

到地头“最后一公里”

站在崔口村远眺，田块连片，阡陌

交错。两个多月前，这里叉车隆隆响，

一袋袋大蒜被从田间地头运至晒场，成

排堆放。

大 蒜 品 质 如 何 ？“ 咔 嚓 ”一 声 ，韩

允 其 剪 掉 蒜 须 ，剥 开 蒜 皮 ，一 颗 颗 蒜

粒 滚 落 掌 心 ：蒜 瓣 儿 饱 满 ，蒜 头 儿 圆

润。“过去可没这么好的蒜。”韩允其回

忆，村民们常年在一块地上种大蒜，施

肥 打 药 ，地 越 种 越 薄 ；大 蒜 品 种 退 化 ，

品 质 提 不 上 去 ，“客 户 越 来 越 少 ，蒜 农

们着急。”

品质怎么提？早在 2014 年，金乡县

便成立了大蒜研究所（金乡县大蒜科技

研究中心的前身），探索良种选育、土壤

改良等，但效果不太理想。金乡县大蒜

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县科技局高级工

程师马龙传解释：“像育种，技术较为复

杂，而我们科研力量有限。”

大 蒜 提 质 ，多 方 参 与 。 2017 年 3
月，依托金乡县东运集团，山东省东运

大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在崔

口村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山东农业大学、金乡县大蒜科技

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搭建大蒜产业创

新平台，开展政企研合作。

走进东运大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有 限 公 司 ，一 楼 展 厅 陈 列 着 一 排 排 竹

篮，篮内大蒜品相不一，有的浑圆似球、

有的扁中带尖，蒜皮有紫有白。

“ 目 前 ，我 们 共 收 集 大 蒜 品 种 280
多 个 。”东 运 大 蒜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技 术 负 责 人 刘 世 琦 介 绍 ，收

集 品 种 不 易 ，就 像“田 里 淘 金 ”。 太 阳

刚 探 出 头 ，大 伙 儿 便 出 发 了 ，日 落 才

归 。 看 到 品 相 拔 尖 的 蒜 苗 ，便 系 上 红

绳 ，记 录 叶 宽 、叶 厚 、叶 长 等 信 息 ，再

挨 家 挨 户 敲 门 ，打 听 是 谁 家 的 ，是 否

愿意卖。

“经 过 一 轮 轮 试 种 、对 比 实 验 ，

科研人员选出部分优秀的‘种子选

手 ’向 蒜 农 推 广 。”刘 世 琦 说 ，“ 政

企研携手，我们的育种技术提升

了 ，品 种 选 育 更 见 成 效 ，目 前 研

究 中 心 已 有 4 个 新 品 种 在 全 县

推广。”

崔口村探路，这些年多个政

企研合作项目落地金乡县。

“县里在各镇街布局建设镇

级为农服务中心，配备专业农机和

农技人员，把选育的良种和试验成

功的土壤改良、栽培管理技术等推

广给当地蒜农，打通科技到地头‘最后

一公里’。”金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孟新

霞介绍，依托大蒜企业、合作社等主体

力量，至今全县已建立 5 个致力大蒜品

种 选 育 、土 壤 改 良 等 的 政 企 研 合 作 项

目，建成 18 处镇级为农服务中心，实现

所有乡镇全覆盖。

销路新开拓
线下建市场，线上搭平台

7 月上旬，崔口村南，省道两侧卡车

排成长龙。车货厢内码放着一袋袋鲜

蒜，待人收购。不远处，便是金乡县大

蒜专业批发市场，这也是县里最早发展

起来的大蒜交易市场。走进去，蒜农的

叫卖声此起彼伏。蒜商们头顶草帽，三

五成群，谈价议价。

“你这蒜咋卖？”

“这个数。”蒜农伸手比画几下，“这

蒜好得很，来点儿？”

…………

韩允其说：“6 月中下旬是大蒜收获

季节。之后，全国各地的客商就来金乡

收购新鲜大蒜了。”

早 些 年 ，金 乡 人 卖 蒜 得“ 看 人 脸

色”。“丰收时把大蒜编成串儿，赶几十

公里路到别处卖，被客商压价是常事。”

赵方斌说。

“ 把 市 场 建 在 村 里 ，赢 得 价 格 主

动 权 。”韩 允 其 回 忆 ，上 世 纪 80 年 代 ，

村 里 争 取 县 乡 支 持 ，建 起 了 全 县 第 一

个 大 蒜 专 业 批 发 市 场 ，并 将 村 里 党

员 、村 民 代 表 分 成 小 组 ，到 全 国 各 地

跑 销 路 ，低 价 让 利 吸 引 客 户 ，诚 信 经

营留住客户。

后来，周边村子也向崔口村学习，

建 市 场 ，跑 销 路 ，引 客 商 。 这 些 年 ，金

乡县建设了 16 处大蒜批发市场，并对

来 金 乡 的 客 商 出 台 了 补 贴 交 通 费 用 、

全程帮办服务等多项优惠政策。“我们

从注重大蒜生产转为生产、交易、流通

并重，持续扩大金乡大蒜影响力，推动

大 蒜 市 场 发 展 ，带 动 蒜 农 增 收 。”孟 新

霞 说 ，去 年 全 县 大 蒜 批 发 市 场 总 交 易

额达到 150 亿元。

线下市场，人头攒动。线上小店，

生意火爆。在位于鸡黍镇的金乡县华

能 经 贸 有 限 公 司 厂 房 内 ，风 扇 呼 呼 转

着，工人们埋头忙碌，将蒜分装进袋，发

往全国各地。

“去年，我们在线上销售了 2 万吨

大 蒜 。”公 司 总 经 理 刘 国 赛 笑 道 ，“ 今

年 生 意 更 好 ，订 单 最 多 时 ，一 天 能 发

五六万件快递。”

2013 年 7 月，刘国赛大学毕业，回

到 家 乡 做 起 大 蒜 生 意 。 这 几 年 ，他 把

重 点 放 在 电 商 销 售 上 。“ 起 步 不 太 顺

利，那时每天盯着屏幕，销售量始终徘

徊 在 十 几 、二 十 几 单 。 后 来 上 了 县 里

组织的培训班，听了几堂课，总算开了

窍 。”刘 国 赛 说 ，他 按 照 培 训 时 教 的 方

法 ，主 打 产 地 直 销 ，突 出 薄 利 多 销 ，销

量很快涨了上去。

近年来，金乡县每年拿出 10 万元财

政 专 项 资 金 ，与 电 商 平 台 签 订 合 作 协

议，采取多种形式，对有意向从事电商

业务的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人、农民

等开展培训。同时通过与高校合作，为

村里请来大学生“电商专员”，负责政策

解释、网店建设、运营维护等，培育一批

电商“领头羊”。

销量涨了，如何把大蒜快速送到百

姓餐桌？“前些年，村里没快递点，发货

要到城里去，成本高，时效慢。”刘国赛

说，“客户吃蒜图个新鲜。晚发几天，影

响口感，客户很难给好评。”

2020 年 8 月，金乡县入选农业农村

部发布的“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

程试点县名单。几年下来，逐步构建起

“县物流分拨中心+镇街物流配送站+
农村物流网点”三级物流体系，镇街快

递网点覆盖率达到 100%，畅通了大蒜出

村通道。

“快递村村通，家门口就能寄，节省

了运输成本，提升了运输效率。客户好

评多了，回头客也增加了。”刘国赛提高

嗓门，“最近几年，订单量几乎是翻倍增

长！现在，我们光加工打包车间就有约

200 人，加上分拣、仓储、运输等环节，共

带动周边近 300 人就业。”

借力互联网，金乡县打开市场新

风口。去年，全县大蒜网络零售额达

到 8 亿元，同比增长 63.8%。跨境电商

经营主体突破 4000 家，推动金乡大蒜

走 出 国 门 ，销 往 全 球 10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区。

销路拓宽，客户倍增，可

蒜农仍有担忧。

“ 大 蒜 价 格 容 易

波动，有时就像坐过山

车 ，忽 上 忽 下 。”韩

允其说，“有一年，

大 蒜 市 场 不 景 气 ，价

格降到 1 角钱一斤，有的

还卖不出去，只能眼看着生

芽，蒜农心疼得直掉泪。”

“ 为 防 止‘ 蒜 贱 伤 农 ’，2015 年 起

县 里推出‘大蒜目标价格保险’。蒜农

通过参保实现风险分担，减轻了由自然

灾害或市场波动等带来的损失。”孟新

霞说。

大数据助力蒜农权益保障。轻戳

屏 幕 ，刘 国 赛 点 开“ 凯 盛 农 产 品 大 数

据”微信公众号，这段时间的大蒜行情

走 势 图 映 入 眼 帘 。 进 入“语 音 ”选 项 ，

还能耳听金乡县新蒜产区的当日市场

行情。

近 年 来 ，金 乡 县 搭 建 了“ 中 国·金

乡 大 蒜 指 数 ”“凯 盛 农 产 品 大 数 据 ”等

线 上 信 息 发 布 平 台 ，定 时 发 布 大 蒜 行

情 走 势 。 蒜 农 足 不 出 户 ，即 可 实 时 掌

握全国大蒜市场信息。

“ 观 察 走 势 ，预 测 行 情 ，大 蒜 啥 时

卖、咋定价，线上信息平台让我们心里

更有底。”刘国赛说，“如果蒜商压价低

就 放 回 冷 库 储 存 ，等 价 好 的 时 候 再 出

售。来年还能提前规划大蒜种多少、收

多少，降低市场风险。”

增值新路径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崔口村东，聚集了一批大蒜加工企

业。进入一家公司的无菌车间，操作台

上放有几盘大蒜，蒜瓣粘连，乌黑透亮，

咬上一口，香郁软糯。

“ 精 选 独 头 蒜 ，经 过 60 至 90 天 发

酵，便可制成这样的黑蒜。”现任崔口村

党支部书记韩金龙说，“它没有蒜的辛

辣，但保留了蒜的保健功效，身价倍增，

一头蒜能卖四五元。”

多 年 前 ，崔 口 村 陆 续 成 立 一 批 大

蒜加工企业，多以初加工为主，工序简

单 ，清 理 蒜 杆、蒜 须 后 ，将 大 蒜 装 入 网

兜，发往市场。“后来，企业数量增加，

市 场 趋 于 饱 和 ，加 之 各 项 成 本 逐 年 上

升，企业利润不断下滑。”韩金龙说，他

们 决 心 改 变 思 路 ，依 托 东 运 大 蒜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聚 力 发 展 大

蒜加工新技术，不断推出新产品，提升

大蒜附加值。

几年间，黑蒜、蒜粉、大蒜胶囊等新

产品应运而生。目前，崔口村研发出深

加工产品 40 余种，申报国家专利 10 项，

拉长了大蒜产业链条。崔口村的企业

纷纷转型，做起精深加工生意。

借 鉴 崔 口 村 的 经 验 ，金 乡 县 持 续

在 提 升 大 蒜 产 品 附 加 值 上 求 创 新 、寻

突 破 。 许 多 村 子 有 样 学 样 ，不 少 企 业

负 责 人 跃 跃 欲 试 ，金 乡 县 和 福 隆 水 发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双雷便是

其一。

“以前我们做蒜米初加工，附加值

低 。 企 业 想 转 型 ，但 厂 房 有 限 ，实 验

室、车间没地儿建。企业建在村里，招

工 困 难 ，更 别 提 引 进 人 才 了 。”李 双

雷说。

2009 年 5 月，金乡县规划建设金乡

经 济 开 发 区 食 品 产 业 园 ，园 区 总 规 划

面积 43 平方公里，其中国际大蒜产业

园 、生 物 技 术 产 业 园 等 是 重 要 板 块 。

不 久 ，李 双 雷 的 企 业 在 食 品 产 业 园 区

安了家，主打黑蒜、蒜汁生产等。“政府

部门在园区给我们批了 200 多亩地，硬

件 齐 全 。 相 关 事 项 全 程 帮 办 ，靠 前 服

务 。 很 快 ，实 验 室、冷 库 都 建 起 来 了 。

园 区 还 出 台 人 才 政 策 ，帮 我 们 招 揽 人

才。”李双雷说。

走进企业，李双雷向记者展示一款

黑 蒜 保 健 饮 料 ，瓶 如 掌 大 ，蒜 汁 稠 浓 。

品 尝 一 口 ，一 股 黑 蒜 的 味 道 在 舌 尖 流

淌，酸中泛着淡淡的甜。“这是我们开发

的黑蒜蒜汁，产品一上市就受到市场青

睐。”李双雷说，“以前做初级农产品，毛

利润在 3%至 5%，如今做大蒜深加工产

品，毛利润在 15%至 30%。”

企 业 研 发 产 品 ，政 府 政 策 助 力 。

金 乡 县 鼓 励 大 蒜 加 工 企 业 创 新 研 发 ，

这 些 年 陆 续 组 织 企 业 负 责 人 外 出 调

研。李双雷跟着到过不少地方的食品

加 工 企 业 参 观 ，一 家 企 业 把 相 关 农 产

品浓缩制浆的做法让他来了灵感，“能

不能尝试制作黑蒜保健饮料？”

调研回来后，李双雷带着团队边试

验、边总结，试了 10 多款口味，最终有了

现在的产品。“县里帮我们申请贷款融

资支持政策，对接科研院所技术人才，

帮了我们大忙。”李双雷感慨。

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我

们将持续做优绿色优质大蒜种植业，做

大大蒜特色产品加工业，做强现代农产

品商贸物流业，让金乡大蒜产业迈向特

色化、品牌化、高端化。”金乡县委书记

郑士民表示。

目前，金乡县规模以上大蒜加工企

业已有 128 家，年加工能力达 110 万吨，

研发推出黑蒜制品、硒蒜胶囊、大蒜多

糖等 40 多种深加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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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一名农机手在操作大蒜播种机种植大蒜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一名农机手在操作大蒜播种机种植大蒜。。

王王 伟伟摄摄

图图②②：：机械化种植前机械化种植前，，金乡县蒜农人工金乡县蒜农人工种植大蒜种植大蒜。。 方建兵方建兵摄摄

图图③③：：金乡县大蒜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龙传金乡县大蒜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龙传（（右二右二））与蒜农查看大蒜生与蒜农查看大蒜生

长情况长情况。。 金乡县委宣传部金乡县委宣传部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