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菜篮子——
从卖一季到卖全年，消费

需求向高品质、多样化转变

入冬以来，北京不少超市、社区供菜点的货

架上都开辟了冬储大白菜专区。60 多岁的北京

东城区居民刘慧琴正在社区菜点挑菜，“现在白

菜供应充足，冬储变成了日鲜，每次挑一棵，随吃

随买很方便。可不像我们年轻那会儿，一入冬就

要囤菜，成堆的白菜一直吃到来年开春。”

卖菜人也感受到变化。在河北省临西县临

发农贸市场的一处蔬菜零售点，摊主王丽娟卸

货、整理、标价，一番忙活，码放好了 30 多种新鲜

蔬菜。“冬天就数白菜卖得多，前些日子大雪过

后 ，白 菜 价 格 从 一 斤 一 毛 多 ，涨 到 了 七 八 毛 左

右。”王丽娟说。

再看批发端。走进北京新发地市场周转二

区，一车车白菜映入记者眼帘。“来这瞧瞧，我这

摊位专售大白菜。”蔬菜批发商王东伟刚从河北

玉田县拉回两车大白菜，多年从事这行，他见证

了市场的变迁：“过去北方冬日家家靠白菜，如

今市场有百菜，‘当家菜’变成了常态菜，从卖一

季到卖全年。原来咱批发专走大客户，现在一

两棵也卖。”

作为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大白菜品

种改良专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

员张凤兰长期跟踪大白菜需求侧的变化：“如今

消费需求已从过去单纯注重保证量，逐渐向高品

质、多样化转变，带动产业不断升级。”

在盒马鲜生北京十里堡店，胶州大白菜、有

机大白菜、“高山鲜”奶白菜……各类白菜码放得

整整齐齐，产地、价格、包装日期等信息标注得明

明白白。市民李萍挑选了一棵“天津绿”白菜，

“这个白菜叶多帮少，素炒就很好吃。”

“为了适应消费者对小规格、日日鲜的购买

需求，我们专门对上架的白菜做了‘瘦身’。”盒马

鲜生采购经理杨冲介绍，通常一棵大白菜的“体

重”不超过 2.5 公斤。

大白菜销售方式在变。除了传统的线下销

售，即时零售、社区团购、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出

现，让更多年轻人选择线上买菜。“通过电商供应

链产地直发，菜农早晨从地里收的大白菜，下午

送达生鲜仓，分拣加工后，48 小时内就能摆上餐

桌。”小象超市蔬菜采购员徐连进说。

市场价格也在分化。去年 12 月 25 日，新发

地市场白菜交易区，当日大白菜批发价格为每斤

4 毛左右。“立冬那会，气温刚开始下降，菜农怕

白菜冻在地里，都着急出手，价格走低。”王东伟

对菜价变化很熟悉，“这段时间天气冷了，白菜搬

入菜窖，储存费用增加，加上蔬菜整体价格季节

性上涨，大白菜价格也跟涨了。”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的地头价，2023 年 11 月

份 各 产 区 大 白 菜 均 价 为 0.57 元/公 斤 ，同 比 跌

14.9%；从重点批发市场价格来看，同期大白菜全

国批发均价 1.10 元/公斤，较近三年同期低 30%
以上。进入去年 12 月份以来，白菜价格呈现回

升态势。

“从整体看，去年入冬前气温持续偏高，秋季

大白菜长势好，单产同比增加 20%，这是初期价

格下降的主要原因。”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

析预警团队蔬菜首席分析师张晶说，除了增产因

素，种植面积增加，以及露地菜与冷棚菜同时收

获、多产区集中上市等原因叠加，加剧了白菜价

格下行趋势。近期受寒潮影响，蔬菜生长速度放

缓，跨区调运及在途保温成本增加，菜价进入季

节性上涨区间。

紧盯菜篮子市场信号，一些菜农选择将大白

菜储存起来，错季销售。在山东省武城县李家户

镇梁庄村，村民梁付中将储藏冷棚的塑料布打开

通风，待太阳落山后再系上，避免冻坏白菜。他

说，“白菜就地扣上冷棚储存，能放到春节前后，

那时有机会逮个好价。”

在 湖 南 省 汉 寿 县 ，6 家 合 作 社 联 建 的 2 万

立方米冷链仓储库也派上用场，“从去年 10 月

底 到 今 年 3 月 中 下 旬 ，市 场 一 有 空 档 ，我 们 随

时 出 货 。”汉 寿 县 汉 美 蔬 菜 专 业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方 正 初 说 ，打 好 时 间 差 ，至 少 可 促 进 菜 农 增 加

8%至 10%的收入，也有助于平抑蔬菜市场价格

波动。

为了帮助菜农拓宽销路，去年 11 月起，“爱

心白菜”“直播卖菜”在各电商平台上线。去年

12 月，山东省青岛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到平

度市、莱西市等蔬菜主产区摸排在田蔬菜情况，

发动有蔬菜购销、配送能力的合作社，助力在田

蔬菜销售。“我们大白菜收购量比往年同期增加

40%，让农户能够种有所得。”青岛锐阳生态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吕仁智说。

在 山 东 胶 州 ，“ 胶 白 ”全 产 业 链 年 产 值 近

15 亿 元 。“ 我 们 基 地 的 大 白 菜 是 地 标 产 品 ，棵

棵 有‘ 身 份 证 ’。”这 段 日 子 ，胶 州 市 九 龙 山 专

业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李 春 花 每 晚 在 直 播 间 卖 大 白

菜 ，日 均 销 售 额 达 5000 元 左 右 ，产 品 销 往 北

京、上海等地。

看菜园子——
瞄准好看、好吃、好种，强

化科技攻关，机械化、集约化
生产加快推进

顺应菜篮子需求变化，大白菜田间生产也在

发生改变。

“去年玉田县万亩供京蔬菜示范基地里的包

尖白菜成熟时，地里绿浪翻涌。叶球直筒拧抱紧

实，顶部稍尖，‘玉田包尖’由此得名。”宸东玉菜

园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陶广东说，“专家帮我

们改良了品种，在保留传统包尖白菜特性的基础

上，提升抗性，品质更好。”

什么是好白菜？张凤兰介绍，“好白菜有‘三

好’标准——好看、好吃、好种，都是硬指标。”

看外观——张凤兰举例说：“像绿帮快菜，菜

叶跟菜帮通体绿色；黄心白菜外表光亮，切开后

菜心金黄……根据我们对市场的跟踪观察，这些

好看的品种很受消费者欢迎。”

看口感——记者了解到，在我国的白菜品种

中，天津的青麻叶、北京的小青口、山东的胶州白

菜、河北的徐水白菜、广东的早黄白等品种久负

盛名，它们味甜可口，纤维少，叶帮薄，易煮好熟，

市场需求大。

看种植——“立秋播种，秋分拢帮，立冬砍

菜”。秋冬白菜生长期将近百天，整地、播种、施

肥、浇水、防病、防虫等多个环节，都不能放松。

“好种”关键在品种。去年，安徽省亳州市谯

城区城父镇刘楼村村民刘海芹种植的是泡菜专

用的白菜品种。“我与出口企业签了订单合同，企

业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

收购。”刘海芹说。

河南省夏邑县的大白菜常年种植面积在 5
万亩左右。黄付集村菜农张战营选的是耐低温

品种。“打好时间差，一年可三收。”张战营介绍，

每年 2 月初，温室育苗，2 月底移栽，5 月上旬收

获；接茬种玉米，105 天收获；9 月 5 日前后，再移

栽白菜苗，11 月收获。

据介绍，目前我国大白菜登记品种共有 2900
余个。瞄准抗病性、抗逆性、高商品性、高口感品

质等，张凤兰的团队通过现代育种技术培育出适

合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种植的品种 100 余个。

“小型白菜、苗用白菜、紫色白菜……每年都推出

一两个新品种。”她说。

“好种”的保障在农技。为了种出一棵好白

菜，张战营变直接播种为育苗移栽，用种量是直

播的 1/10，还能省两遍水、一遍肥、三遍工，大大

降低生产成本。育苗种植提升成苗率，他种植的

白菜亩产在 1.2 万至 1.5 万斤，比一般农户高出

10%左右。

“底肥是白菜生长的底气，豆饼种出的白菜

格外鲜。”在胶州市丰硕家庭农场负责人匡兆强

看来，“胶白”价格高一些自有道理。大白菜按照

绿色标准化生产、精细化管理，播种前 400 斤发

酵腐熟豆渣有机肥作为底肥，激活土壤有益微生

物菌群，科学均衡补充营养。“施用有机肥，物理、

生物防治病虫害，禁用除草剂，产品达到无公害、

绿色食品标准。”匡兆强说。

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大白菜绿色生产栽

培比例逐年增多，栽培方式由过去的秋季单一露

地种植转变为一年多季栽培，春季日光温室、大

棚、露地相结合，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等绿色高

效栽培技术全面应用。

白菜机械化、集约化生产加快推广。方正初

的合作社去年种植了 1800 多亩大白菜。“旋耕、

起垄覆膜、移栽、施肥、植保等各环节，已经实现

机械化生产，特别是机栽，效率比人工提高了 22
倍多。”

胶州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迟秀丽表示，

相对于粮食作物，白菜种植整体机械化水平较

低，除草、收获等环节仍依赖人工。胶州正在探

索建立“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机械化服务体系，

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加大新农机、植保无人机等设

备的购置力度。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 1000 余

万元建设大白菜优势区，有效带动 6 万亩大白菜

生产。

据了解，随着市场上新品种推出、生产技术

提高、生产设施完善，白菜生产由过去近郊种植

向优势产区聚集。我国已形成东北、华北及黄淮

流域等 7 个大白菜优势产区，各个产区不同季节

栽培实现了全年生产和供应。

产学研结合，让适销对路的“三好”白菜多

起来。

在汉寿县围堤湖蔬菜基地，一座集科研检

测、合作生产、加工展示、研学观光于一体的“蔬

菜公园”，为蔬菜生产装上了科技引擎。“品种要

想 更 新 换 代 ，不 用 自 己 摸 索 ，直 接 看 田 选 种 就

行。”这几年，方正初新种的白菜薹很受广西市场

欢迎。

“挖掘白菜销售潜力，要根据不同地区消费

习惯和加工需求，培育适宜的专用型新品种。”河

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白菜品种改良岗位

专家原让花说，比如，中原地区喜欢新乡小包 23
叠抱类型，广州地区偏好帮脆叶绿的天津绿等品

类；在鲜食领域，要求白菜生食多汁脆嫩、炒食涮

锅易烂、叶大绵软适宜包饭，加工领域则要兼顾

酸菜、泡菜、水饺、预制菜等工艺制作特点……目

前原让花团队在河南省获嘉县太山镇建立了研

发基地，成果就地转化、品种就地推广，助推白菜

增产和菜农增收。

看产业链——
加工延链、品牌赋能，努

力 破 解“ 多 了 少 了 ”的 市 场
难题

大白菜的产业链条能延伸多长？紧跟市场

需求，一棵棵大白菜经过加工，变身增值。

入缸、撒盐、密封……黑龙江省桦川县新园

酱菜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鲜嫩翠绿的白菜在

陶瓷大缸里静待发酵。“酸菜也有赚头。”公司负

责人姜晓艳算了笔账，1 公斤白菜出 0.35 公斤酸

菜，以批发价每公斤 5 元计算，除去辅料和人工

成本，每公斤利润达到 1.6 元，比卖白菜翻了好

几番。为了提高产品竞争力，公司从黑龙江省

农科院引入先进技术工艺和“黑农科”品牌，合

作共建优质白菜种植示范基地，确保脆嫩口感

和绿色品质。

内蒙古自治区化德县嘉德农业科技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线上机器鸣响。一袋小小的脱水蔬

菜包，带动大白菜、圆白菜、胡萝卜等地产蔬菜热

销。“旺季时，每天能加工 600 吨新鲜蔬菜，相当

于 100 亩地的产量。”公司负责人张海明说，目前

全年生产量约合蔬菜种植面积一万亩，总产值达

到 4000 万元。

瞄准国际市场，白菜做成泡菜，成为出口创

汇的产品。据调查，在国际市场上，白菜泡菜产

品日益走俏。河南省卫辉市，去年初新成立的优

旺食品有限公司，产值已经超过 2500 万元。公

司负责人韩涛很自豪，“我们对标国际食品卫生

安全管理体系，建了 7 条主生产线，生产的高标

准系列腌菜销往国际市场。”

“ 长 期 来 看 ，白 菜 的 溢 价 空 间 还 在 于 深 加

工。”原让花说，当前市面上已经出现以白菜为原

材料的菜干、蔬菜汁、冻干粉、泡腾片等保健食

品。原让花认为，“现代科技让白菜升值增效不

再遥远，未来白菜或许会打开一个新的大市场。”

拉 长 产 业 链 条 、提 升 价 值 ，品 牌 作 用 不 可

小觑。

目前在胶州，经过市大白菜协会认证的生

态 种 植 基 地 共 有 80 个 ，面 积 约 6900 余 亩 。 迟

秀丽介绍，胶州打造了《胶白姑娘》之歌、“胶大

白”卡通形象等，举办行业论坛和白菜文化节，

在 高 素 质 农 民 培 训 中 专 门 开 设“ 胶 白 科 技 讲

堂”，以文化赋能“胶白”品牌发展。

金融机构也在为“胶白”发展护航。为了帮

助菜农规避市场风险，近年来胶州市推行大白菜

价格指数保险试点。每年到白菜集中收获期，选

取全市 10 个采集点监测地头收购均价，如低于

当年目标价，保险公司即启动赔付程序。截至

2022 年底，胶州市这项保险保费补贴面积近 3.6
万亩，财政补贴约 57.55 万元。

与其他蔬菜相比，白菜的种植门槛较低。不

少农民感慨，“头年菜价格贵了，来年种的人肯定

多；种的菜多了，价格肯定就又下来了。”专家建

议，破除“大小年”的产业发展难题，要将白菜摆

到蔬菜生产“大盘子”和居民消费“菜篮子”里，加

快补齐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

畅通产销对接。原让花认为，各地要加强

大 白 菜 产 销 信 息 监 测 预 警 ，建 立 全 国 性 、区 域

性 信 息 平 台 ，引 导 菜 农 稳 定 种 植 面 积 和 上 市

量 ，避 免 出 现 跟 风 种 菜 ，因 为 量 的 无 序 增 长 引

发“ 卖 难 ”。 也 要 发 挥 好 仓 储 保 鲜 设 施 的 调 节

作 用 ，引 导 加 工 直 采 收 储 ，熨 平 周 期 性 波 动 。

与 此 同 时 ，进 一 步 加 强 电 商 和 产 销 对 接 平 台 ，

将 信 息 化 引 入 农 产 品 生 产 、流 通 环 节 ，提 升 生

产组织化程度。

玉田县加强与京津冀的大型商超、农产品批

发市场合作，建立长期供货关系。县里还聘请科

研院校专家，先后制定了大白菜、萝卜等 6 项蔬

菜生产标准，严控蔬菜品质。县蔬菜产业发展中

心主任艾会暖介绍，2022 年玉田供京蔬菜生产基

地规模已达 5 万亩，产品价值提升 20%。

在江苏泗洪县双沟镇，多个白菜种植大户组

队到南京等地开拓市场，与大型超市签订生产合

同，带动周边 200 余小散户发展订单种植。“按收

购 计 划 ，去 年 白 菜 亩 均 收 入 能 达 到 2000 元 左

右。”种植户王建金说。

一 些 蔬 菜 大 县 正 积 聚 力 量 向 蔬 菜 强 县 迈

进。“县里多次组织种植大户到山东寿光、河北玉

田等白菜产地参观学习，对产业发展很有帮助。”

化德县朝阳镇民乐村党支部书记石磊说。目前，

化德县已形成以民乐村为中心的万亩冷凉蔬菜

种植基地，辐射带动周边 9 个村 1000 多家种植

户，总产值超 6000 万元。下一步，县里将推广应

用膜下滴灌技术，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全面提升

蔬菜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日前，2023 中国蔬菜产业大会发布了一组

数据：我国蔬菜产业播种面积及产量连续多年

居世界首位。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蔬菜协会秘书长柴立平表示，从今

年起，协会每年将发布蔬菜产业地图，回答好蔬

菜“在哪里”“有多少”，助力解决生产和销售中

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促进蔬菜产业高质

量发展。

（实习生张丽阳、梁玉参与采写）

图①：河南省获嘉县菜农在田间采收大白

菜。 职福利摄（人民视觉）

图②：江苏省泗洪县双沟镇农民在装运白

菜。 张同远摄（人民视觉）

图③：河北省玉田县虹桥镇菜农在地头运输

白菜。 石国良摄（人民视觉）

图④：浙江省金华市开发区汤溪镇农户加工

腌制高山白菜。 杨梅清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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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深度观察R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坚
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

近年来，随着消费需求的不
断变化，大白菜的生产和销售也
在发生改变。曾经冬日里的“当
家菜”，既面临产业规模化、标准
化、品牌化的发展机遇，也面临
需求升级带来的市场挑战。如
何在丰富居民“菜篮子”的同时，
进一步鼓起菜农的“钱袋子”？
近日，本报记者探访从田间到市
场的全产业链，看“一棵大白菜”
产销各环节如何升级，从中观察
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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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一方味”。胶州是俺家乡，这里独

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长出了特有的大白菜。“胶

白”可是让家乡人自豪的“宝贝”，咱的钱袋子都

靠着它哩！

去年俺种的 100 亩“胶白”又丰收了，产量达

到 100 多 万 斤 ，最 贵 卖 到 39 元 一 棵 ，还 供 不 应

求。为啥？质量好呗！咱给白菜喂的是豆饼，施

的是腐熟有机肥，白菜有绿色认证，产品质量能

追溯，大家吃起来放心。

说实话，种“胶白”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

现在的菜农，不光要会埋头种好菜，还要会抬头

看市场。经过市场调研，俺看清了市场趋势：现

在城里人不兴冬储大白菜了，基本都是现吃现

买，而且不太愿意挑大棵的白菜买。菜篮子变

了，菜园子就得跟着变。去年俺摸索着种一些

小 棵 的 特 色 品 种 。 新 品 种“ 蛋 黄 白 菜 ”种 了 10

多亩，单球两公斤左右，菜心橘黄，胡萝卜素含

量比较高，适合火锅涮菜或者凉拌，很受年轻人

喜欢。

别看俺 60 多岁了，为了把“胶白”卖好，俺也

跟着年轻人学会了上网卖菜，种的白菜现在卖到

全国各地。不光自己卖，也帮着乡亲们卖菜。订

单销售，直播带货，就连微信朋友圈也成了白菜

专卖区。

种 白 菜 这 么 多 年 ，遇 到 价 格 波 动 ，心 里 也

急 ，但 好 在 有 保 险 兜 底 。 市 里 为 白 菜 种 植 户

提 供 价 格 指 数 保 险 政 策 扶 持 ，俺 每 年 都 积 极

踊 跃 参 保 。 有 了 政 府 托 底 ，就 有 了 发 展 白 菜

产 业 的 底 气 。 好 白 菜 卖 出 好 价 钱 ，对 咱 农 民

来 讲 ，就 要 把 准 市 场 脉 搏 ，把 好 白 菜 种 植 的 安

全 关 和 品 质 关 ，让 胶 州 大 白 菜 走 上 更 多 消 费

者的餐桌。

（本报记者 常 钦采访整理）

山东省胶州市里岔镇白菜种植户荆世新——

让“胶白”种得好更卖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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