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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区韭菜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杨晨琰  李春燕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9） 

摘要：本文分析了章丘区韭菜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针对章丘区韭菜产业存在韭菜病虫害严重、缺少深加工产品、品

牌意识以及机械化水平低的问题进行了解分析，基于此基础提出引进新技术、研发新产品、树立品牌意识、提高机械化水平、培训

新型农民五大相应对策，并详细介绍这五大方面对韭菜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以期带动章丘区韭菜产业升级，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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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汇报中明确提出落实农村文化发展繁

荣发展战略，随着新农村的建设，章丘区韭菜产业不断发展，致力

于生产健康、无农药残留、绿色的农产品，但在韭菜产业中也存在

不少的问题。 

一、章丘区韭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韭菜农药残留问题 

章丘区韭菜农药残留严重影响韭菜的质量，其主要原因就是病

虫害严重，经过走访合作社和当地韭菜种植农户，我们发现在韭菜

的种植过程中，困扰农民的最大问题就是灰霉病和病蛆。其中，韭

黄灰霉病俗名为白点病害，为韭黄上最常见的病害之一，各菜区均

常见发病。在冬春低温、多雨的年代，为害尤其重大。严重时常导

致叶子枯死、溃烂，甚至无法食用，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另外，病

蛆群集危害韭黄幼茎或蛀入球茎，造成溃烂，甚至造成韭叶枯黄，

韭芽田成墩成片枯死，臭气冲天，危害尤为突出。 

（二）韭菜产品加工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农产品供求结构出现

了很大的改变，市场供求关系对农产品发展的引导功能和约束力进

一步加强，造成了农产品市场普遍销售困难，农户增收速度减缓，

同时产生了大批初级农产品的积压、质量降低，因而伤农贱农。章

丘区韭菜普遍为初级加工品，韭菜多以原产品销售，韭菜原产品主

要有韭菜、韭黄、韭花、韭菜籽，初级加工品多为腌制酱料，如韭

花酱、韭菜豆子、速冻韭菜。原产业技术含量水平较低，生产增加

值少，竞争力小，韭菜产业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仍然

较低，韭菜产业应增加产品创新方面的资金，提高产品加工领域技

术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市场竞争能力。深加工品市场潜力大，深

加工能够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应大力研发生产深加工品，完

善生产标准，带动企业经营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农产品加工业是

贯通农村第一、二、三行业，连接广大农村的产前、产中、产后，

实现农村规模化经营的途径，对统筹兼顾城乡经济发展，全面解决

三农问题有着重大意义。 

（三）韭农的品牌意识薄弱 

目前，章丘地区韭菜行业主要精力聚焦于韭菜品质的提高，而

品牌化则是提高农产品的价值链中的最主要的趋势。品牌是农民主

要的无形资产，而品牌化则是农产品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中的一个

必然趋势。身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大发展核心标识，将农村品牌

化是中国当前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不可逾越的抉择。伴随中国改革开

放的深入实施，农村品牌化建设也在国内各地区如火如荼发展了开

来，已形成了中国近年来农村发展过程中一道道靓丽的新风景，不

少地方也在农村品牌化建设中受益，在带动自身经济加快发展的同

时，也提升了地方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尽管章丘地区韭菜产业众多，但真正人们耳详能闻的寥寥无

几。较知名的产业有绿祥，当地品牌化推出少，主打无公害韭菜种

植。虽然国人并不挑剔韭菜品质，但来自优秀产区的韭菜依然受到

追捧。诸如取得国家地理标志的代表产品：四川唐元韭黄、山东省

寿光市独根红、河北太原工人文化宫黄韭、甘肃省武山韭黄、黑龙

江省呼兰韭黄、内蒙临河新华韭菜黄等。这些优质品牌已经打响名

号，品牌化是提升农产品的价值链的最重要的趋势。 

章丘地区负责韭菜产销的公司往往为中小型，综合能力较弱，

影响了品牌优势的树立。公司技术实力薄弱，产品品牌未能建立知

名度，品牌效应未能获得较好发展，未能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收入未能获得合理增长。 

（四）韭菜种植机械化水平较低 

目前章丘地区的韭菜生产机械化水平仍较低。由于部分产业仍

然是分散性生产，交通不便，农田地域要求不同，以至于农业机械

化水平较低。据章丘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工程使用现状分析，目前只

有部分产业使用了小部分机械性耕具实现了农业生产。不少农户还

仅仅把农业机器当做了单纯的劳动力基础工具，对农产品规模化生

产和产业化经营还相当陌生，根本不能利用农业机器进行大范围地

增产增收，甚至有的村民还把农业机械性装备当做了闲置物资，没

有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出功能和作用。由于农业机械在推广应用过程

中受多方面的影响，许多地方的机械设备使用起来比较麻烦，所以，

机械设备技术利用率与效果低下。目前农业现代化已经形成大趋

势。通过提升农村机械化水平推动了农村产业模式的变革，大大降

低了农村人力成本，也带来了更多的农业产出价值，同时提升农村

机械化水平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自然环境等方面也有着

重要意义。 

二、章丘区韭菜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引进病虫害防治新技术 

一方面韭菜培育过程需要科学指导，韭菜种植准备与选种，生

产与管理都需要科学指导，另一方面病虫害的防治也需要科学措

施。目前章丘地区的韭菜集约化产量程度并不高，但对普通菜农来

说，由于无公害的韭黄生产流程较为繁琐，且种植过程中的各种投

资耗费也较高，因此不少农民仍然有着老旧观念和行为，意识淡漠

甚至有着侥幸心理，在韭黄出产过程中施用了高毒或剧毒农药。山

东省近年来虽不断颁布法规，强化对韭菜产品生产流通的整个过程

质量监督，以确保韭菜消费安全，但因为没有科技指导，产品规模

也较小，又受到国家监督检验机构设施与人员水平等的制约，所以

难免有在监管和检验方面的疏忽。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章丘区柏家的韭菜生产主要采取了生物防



理论探讨 

 187 

治和物理控制相结合的方法，有效抑制了病虫害的干扰，目前也取

得了无公害韭菜生产证书。合作团体既可采用生物制剂，苏云金杆

菌、BTI 菌、多抗黄霉虫等，也可引进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创新团体——自然卫士，研获了一项

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能有效解决了杀虫剂残余、害虫易抗药、

污染等重大社会问题，实现了地下防治效果超百分之八十，既助农

增收，也守卫了食品安全；还采用抗病种类：因地制宜采用了宇韭

8 号、韭神 F1、多抗富韭六号等；增施商品配方的有机肥、生物菌

肥和微肥；物理防控方面可以采用物理屠虫植保机械设备、新型太

阳能杀虫灯、黏虫板等。 

（二）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 

传统种植方法低质低效，章丘区还有许多农民对绿色食品的认

识水平不足，使用传统的成产种植方式，生产效率低，质量也差，

产量也相对较低，在病虫害的防治上使用一些土方法也对土地造成

了不小的伤害。合作社或产业应聘单位邀请农业种植方面的专门技

术人员，定期为农民提供与韭菜栽培有关的科技知识，为农民举办

科技种植交流会，引导农民开发实用产品机具，为韭菜行业发展提

供强大的科技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做好韭菜产品科技引导，主动

开展科技干部和综合执法工作人员，渗透到田间地头、农资公司和

店面，引导监督指导全体农民和整个公司严格规范韭菜生产管理各

项活动，并采取派发宣传单等方法，主动宣传绿色食品防治科学技

术，严格规范农药生产管理各项活动，防止在韭菜产品中应用剧毒

高毒农药，严格履行生产管理公司主体责任，实现诚信产品、守法

营销。并且可以做到将小农户经济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响

应国家的有关优惠政策，逐步形成现代农业产业系统。 

（三）创建品牌带动产业发展 

品牌化是提升农产品的价值链的最重要的趋势。从中国农产品

品牌价值的构成规律出发，品牌的含义主要指品种、质量、品牌文

化，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企业商标（LOGO)。从植物品种方面考虑，

主要有韭菜等特色品种，如独根红等特色品种，更易树立品牌形象；

从开发新产业方面考虑，建立品牌的困难比较大，主要是通过延伸

农业产业链，再加工为肉制品或其他商品；从产品质量方面考虑，

章丘地区韭菜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但多是较小产业，随着产品知

名度的提高、经营规模增加，产品质量把控难度也增大。通过建立

品牌农业的产品技术标准、生产规范、保鲜工艺规范、贮藏流通规

范，并认真做好实施是树立名牌的必要手段。同时要积极进行农业

质量认证，以增强产品公信力；在品牌文化方面，做好创意策划、

增强品牌中的人文元素对提高中国农产品品牌价值非常关键，应充

分发挥人文资源，讲好品牌故事，提高品牌的文化底蕴；在商标注

册方面，LOGO 是品牌最直观的形式，是中国品牌价值建立的重要

基础一环，因此必须引起社会高度重视。一个好的 LOGO 就代表着

一种社会认知度高、信誉度好的商品，也体现了消费者对商品的认

可度与喜爱程度。因此要加强农业 LOGO 的文化创意工作，既要有

识别性，也要有实用价值，以反映农业产业的基本特点、特殊地理

位置，及其历史、人文、精神内容和价值导向等，并由此来增加对

农业品牌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在调查过程中，柏家韭菜已注册

商标，并且以“柏家韭菜，就是无公害”的口号在线上线下积极为

自己的韭菜品牌进行宣传。 

（四）提高生产机械化 

加强了农机和农艺技术的结合，以改善农业机器的可适用特

性。机械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极大地提高制造质量，而且还可以

降低生产成本，为企业增利。农用机械和传统农村生产工艺相结合，

可促进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

农用机械性常常和农艺相脱节，使得农业机械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功

效与意义，而大多收获机具功能简单、仅局限于地形平整、机耕路

条件较好、粮食作物成片栽培良好的小田块作业，而针对斜坡梯田、

道路封闭的偏远耕地、水泥脚过深的烂泥田、不规整的三角土地和

套种粮食作物的土地，则需要专门作业，维护与维修不便，使用成

本较高。农机农艺的结合既要兼顾土地类型、气象环境、庄稼品质、

土壤地质、地势要求等因素，还需要对全国各地的农作物生产环境

开展实际考察，为农作物的生产环境设计一个因地制宜的农机农艺

的合作制度。产业发展要提高农业机械化技术水平，必须贯彻科技

创新理念重要原则，而贯彻科技创新的核心理念就是要牢固把握农

用机械的关键技术，在农业实际生产中，能根据当地的发展实际情

况选择不同的生产装置，从而实现热联产农业机械技术的投入使

用。 

（五）研发生产深加工产品 

以提高农业增加值为主要目标，在对农业产品初步加工的基础

上，进一步进行农业深加工增值技术研究和发展，为农户增加经济

收入，扩大农业的综合竞争能力。针对各种农作物的原料特点和人

类的消费习惯，把农作物原材料加工后转变为健康方便的食物、休

闲菜品、食物配料以及微生物材料与产物等。例如高粱，在过去高

粱作为粮食主要用于加工食物、作为动物饲料或作为酒类生产，传

统食物主要有稀饭、高粱饼、酒等，而新型食物主要有包子、蛋糕、

休闲食物、早餐谷类、月饼等和功能性食品添加剂（减肥、抗血氧、

色素等）。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升，人们自身健康意识

也将日益提高，对农产品加工产品的向新、更好、更安全、更有营

养的发展需求也愈来愈高，当然少不了高新技术的运用。 

综上所述，章丘区韭菜产业存在韭菜病虫害严重、缺少深加工

产品、品牌意识以及机械化水平低的问题，经过对章丘区韭菜产业

的实地调查给出相应对策，引进病虫害防治新技术、培训新型职业

农民、树立品牌意识、提高机械化及研发深加工产品，以期章丘区

韭菜产业发展能够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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