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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l大白菜，棵棵有身份”的品牌理念。正宗的胶4'1、l 

大白菜产品，产 自协会认证的专门生产基地，产品 

经检测合格后，由协会认定的专门经销商销售。产 

品实行统一包装、统一商标标识，包装箱受国家专 

利保护。 

“胶州市大白菜种植面积目前有4 600多hm2，但 

并不是所有产自胶州的大白菜都可以冠以 ‘胶州大 

白菜’的商标。”胶州市农业局总农艺师兼胶州市大 

白菜协会会长徐明振说。每一个申请冠名 “胶州大 

白菜”商标的种植区加入胶州市大白菜协会之前， 

都需要经过大气、土壤、灌溉用水等多项检测，符 

合要求的方能挂牌成为 “胶州大白菜种植基地”。 

“胶41、l大白菜种植基地产出的大白菜也不能全部 

贴挂 ‘胶州大白菜’标签。”徐明振告诉笔者。大白 

菜因栽培季节不同而分为春白菜、夏白菜和秋白菜， 

春白菜和夏白菜属于反季节白菜，在大棚中种植， 

由于反季节大白菜品质比秋季大白菜品质稍差，目 

前协会还没有授予反季节白菜贴牌销售的资格。 

徐明振拿着一份 胶州大白菜生产技术规程》 

说：“每一棵胶州大白菜都是经过标准化种植的。” 

规程 对大白菜种植的要求相当 “苛刻”：种子需 

统一选择协会指定品种；所有种植基地必须远离工 

厂、公路，而且不得毗邻使用农药的作物；施肥统 
一

要求用农家肥、有机肥料；不得使用任何农药，一 

律采用物理方法杀虫；每个基地需明确基地负责人 

和技术负责人，一旦发现产品不合格，要求立即追 

究责任，并撤销 “会员”资格。 

从申请种植基地到种植过程，从选种育种到除 

虫施肥，正是依靠标准化种植，胶州大白菜响当当 

的品质才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目前，“胶州大白菜” 

棵棵都有证明商标、地理标志、315防伪标识，每一 

棵正宗胶4II、l大白菜都必须同时具有这3张身份证明， 

并且每棵标贴商标的大白菜也具有惟一的编号，通 

过上网或打电话，可以查询这棵白菜的生产单位、 

生产基地、基地概况、栽培过程、产品质量检测结 

果等，从而保证了消费者在市场上能买到真正的 

“胶外I大白菜”。 

2009年 11月9—11 13，胶州市大白菜协会在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参加了由中华商标协会、中国消 

费者报社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联合主办 

的2009年 (第3届)中国商标节。在展会期间，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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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白菜凭借良好的品质与特色，引起各地消费者 

和中外客商的高度重视，纷纷现场品尝，并洽谈采 

购与合作事宜。该届商标节进行了多项奖项的评比， 

“胶4、H大白菜”被评为2009年最具竞争力的地理标 

志商标。 

近年来，胶州市不断加大大白菜品牌的推介力 

度，市政府投入100多万元，积极参加各类展会，主 

动走出去扩大品牌影响。同时，市政府还加大了对 

胶州大白菜品牌的扶持、管理和保护力度。胶州市 

已经决定每年扶持5家大白菜加工企业，为其提供 

免息贷款。市区已经投入 200万元建立了大白菜速 

测检测中心，还将在每个基地所在村和大白菜销售 

市场统一建立大白菜速测检测站，并购置流动速测 

检测车，形成三级完善、动静结合的大白菜检测网 

络。 

为促进有 “品”有 “牌”的胶州大白菜整个产 

业健康长远地发展，2008年 11月 18 13，首届胶州 

大白菜节在胶州市胶莱镇于家小高村白菜种植基地 

红火开幕，此时也正是纯正胶州大白菜销售火爆的 

时期，由胶莱镇白菜种植基地产出的一颗大白菜以 

11．67 的质量 “夺魁”，在随后的竞拍中，这棵 “白 

菜王”更是从 1 000元起价，一路飙升到2 800元成 

交。同时，胶州宾馆还隆重举办了以白菜为主料的 

烹饪大赛，从200多道白菜菜品中评选出l2道招牌 

菜，让参赛市民和专家大饱眼福和口福。 

白菜节之后，为稳定胶州大白菜的市场价格， 

胶州市积极采取措施，从每棵高至百元的售价到限 

定最低供货价和最高销售价，从 “贵族菜”到简装 

版、精装版，使 “胶州大白菜”以每棵 10元到60元 

不等的价格稳住了全国大白菜市场，目的是让更多 

的消费者吃上 “胶州大白菜”，同时又有利于不断扩 

大种植面积，让更多农民受益。 

胶4'1、I大白菜协会会长徐明振告诉笔者，“胶州大 

白菜”不能跟随市场炒作，而要做成百年品牌。市 

场炒作对产品而言，就像水之于舟，亦能载亦能覆， 

因此，为了促进胶州大白菜整个产业健康长远地发 

展，诚信经营就显得十分必要，10元、2O元的价格 

买棵放心白菜，让一般老百姓也能吃得起。 

目前，依托 “胶州大白菜”这块金字招牌，许 

多白菜加工企业也落户胶州，青岛福生食品有限公 

司加工的泡菜和汤块在国际市场上就深受欢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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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青岛王豪食品有限公司与里岔镇大白菜种植农户 

也签订了合作协议，种植基地面积达33-3 hn]2，每年 

消化胶州大白菜 1万t以上。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相信 “胶州大白菜”的品牌之路会越走越宽。 

拉长产业链 

2010年韩国的泡菜危机让很多人把 目光再次 

聚焦到白菜上，这使得大白菜之乡胶州市热闹起 

来。那段时期，韩国客商、白菜企业、生产基地、 

白菜经纪人、菜农等胶州白菜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 

节都异常活跃。白菜价格波动，牵动着胶州神经。 

“这从侧面反映出胶州大白菜的品牌化之路拉长了 

白菜的产业链。”采访中，胶州大白菜协会有关人 

士如是说。 

现在，离胶州大白菜上市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胶 

州市客商们已经着手商谈201 1年的“胶州大白菜”生 

意了。白菜两棵 1箱包装好，当礼品来卖，是普通大 

白菜价格的几倍。“这就是品牌的力量。”胶州大白 

菜研究所所长荆世新谈起胶州大白菜的品牌化发展 

之路，感触最深。他说，上世纪70年代，胶州大白 

菜混迹于普通白菜中，每500 g卖几分钱。为了重塑 

胶州大白菜的品牌，他带领胶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的老师和学生，在3间小平房里开始对 “胶州大白 

菜”进行研究，培育出 “胶州大白菜一号”等品种。 

荆世新还告诉笔者，在大白菜的生长期，你会惊讶 

地发现 “胶州大白菜”居然是听着音乐优雅生长的； 

白菜们 “吃”的是豆饼等有机肥料；捉虫子用的是 

物理方法，或用人工捉虫。“因为要塑造品牌，必须 

先保证食品安全，不能有农药残留，我们生产的全 

部都是无公害蔬菜。”荆世新说。 

近几年，品牌 “胶州大白菜”风采再现，带动 

了当地白菜行业的发展，也引来了众多个人和企业 

投资商，使当地白菜种植户走上了订单农业之路。 

农户们不再 自己闷头种菜，而是加入村里或镇上的 

蔬菜合作社 “抱团”种植，收获的大白菜在当地外 

资企业加工之后集中出口。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普通大白菜在胶州的种 

植面积也很大，几乎每个村里都有种植基地。“虽然 

没有品牌胶州大白菜的价格高，但是我们的白菜也 

不愁销路，大部分都按照订单生产。”胶莱镇蔬菜种 

植大户王从起说到，这些大白菜也都是按照订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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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的，收获之后直接被运到蔬菜加工企业。 

里岔镇良一村村民赵济温，家中有0．9 hmz土 

地，自从加入蔬菜合作社以来，他每年把一半以上 

的地用来种菜。他说：“我们这里是青岛康镇食品 

公司的原材料基地，蔬菜品种是按照公司的订单来 

种，一般是每年三季，春天土豆、夏天黄瓜、秋天 

白菜。” 

青岛福生有机蔬菜合作社则与里岔镇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模式有所不同，社长刘才栋介绍说， 

合作社共有 l6．7 hm 菜地，全部是租来的，201 1年 

种了6 hm 大白菜。他们这里是青岛福生食品有限 

公司的原材料基地 ，白菜收获之后被直接收走制成 

“真空低温冻干泡菜”，出口日本。 

那么，胶州大白菜究竟有多少在走出口之路 

昵?根据有关部门统计，青岛市共有600家蔬菜出 

口备案基地，冬季以大白菜为主。据不完全统计，胶 

州市有十几家成品泡菜出口企业，大多为中外合资 

或是外国独资，在胶州种植的普通大白菜除了部分 

流向本地市场以外，大多数都是从种植基地直接销 

到出口加工企业。 

胶州大白菜专业合作社大白菜基地、胶州市农 

业局良种场大白菜基地、青岛市胶州大白菜研究所 

有限公司大白菜基地、胶州市东茂蔬菜研究所大白 

菜基地、青岛海梦园有机品农场等等，“胶州大白 

菜”就是从这些基地源源不断地输送出来，以实实 

在在的品质打响了品牌，打开了市场，走出国门，走 

向国际市场。 

蔬皇保护 

“民以食为天”，古人的阐述说明了生命对食物 

的依赖和食物的重要性，但如果仅仅满足于自给自 

足，则 “民”永远无法摆脱饥饿与贫困，更谈不上 

“丰衣足食”。近几年，山东省胶州市的 “胶州大白 

菜”从栽培、繁育到生产、销售，和中国楼市一样 
一 路攀高，每每出现农民抢种、外地商人地头抢购 

大白菜的局面，每667 m2毛收入高达2万元。“胶卅I 

大白菜”的悄然兴起再次印证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的农业品牌效应，实现了农产品顺利出售、农业增 

产增收、农民增加收入的愿望。 

“120元两棵还供不应求 ，胶州大白菜创造了 

奇迹!”胶州大白菜在贴上 “胶州大白菜”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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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证明商标后，被装进礼品箱运N~'I-地，价格是 

普通白菜的几十倍。仅大白菜一项，就使农民的 

收入翻了好几番，每年为农民带来500多万元的 

纯收入。 

但是，在农民受益的背后，胶州大白菜也引起 

人们更多更深的思考。现在，人们一提起 “胶州大 

白菜”，第一反映是贵，其次才是好吃。“胶州大白 

菜”逐渐沦为礼品，而其作为蔬菜的食用本质却笼 

罩在虚高的价格阴影下，被人们忽略。“当一个商品 

被盲目炒作，人们更多地关注其附加价值而不是产 

品本身时，这个市场必然是脆弱的、不成熟的。”胶 

州市大白菜研究专家们在跑遍青岛、济南、北京、上 

海等地的高中低档超市，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后得出 

这个结论。 
一

个种植了上千年的普通蔬菜品种，现在突然 

金贵起来，也让一些商贩格外眼红。于是，众多外 

地菜贩子把白菜拉到胶州冒充 “胶州大白菜”向外 

批发，比在产地直接对外批发要卖得快、卖得贵；也 

有一些当地百姓在利益的驱使下把普通大白菜装进 

精品箱滥竽充数、鱼 目混珠，高价叫卖，于是，“胶 

外I大白菜”遇到 “李鬼”了! 

怎么杜绝假冒伪劣，让胶州大白菜品牌长久不 

衰?胶州市政府积极应对，开展了打假维权护三农 

行动，并进一步完善了 “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网 

络的作用，加大了对 “胶州大白菜”商标的保护力 

度，同时还与胶州大白菜协会、胶州大白菜研究所 

建立了打假维权协作网，帮助企业建立专门的打假 

机构，发挥企业熟悉市场和产品、鉴别商品真伪更 

快捷的优势，及时向工商部门报告案源，增强案件 

查处的针对性和有效眭。2006年共查获了假冒 “胶 

州大白菜”商标标识 12 000余套，查获的假冒胶州 

大白菜价值 10万余元 

同时，胶州大白菜协会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 

保护 “胶州大白菜”这个金字招牌就要从价格开 

始，对 “胶州大白菜”的种植成本进行核算。菜农 

都是按照《胶州大白菜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 生 

产，为了提高白菜的生长速度和品质，许多基地使 

用了植物声频发生器，并使用鸡粪、豆饼等有机肥 

料，还给白菜罩上防虫网，有时菜农还会亲自下地 

抓虫，每667 m 种植成本在2 000～3 000元之间。 

经过统筹考虑市场销售、菜农利益及销售商利润 

空间等因素，在 2008年 1 1月 18日首届胶州大白 

菜节上，胶州市大白菜协会宣布了当年冬季 “胶州 

大白菜”限定最高销售价和最低供货价的规定，简 

装版供货最低价为每棵 lO元，销售最高价为每棵 

20元；精装版供货最低价为每箱 30元，销售最高 

价为每箱 60元。在品牌保护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采访时，胶州市大白菜协会和研究所的同志告 

诉笔者，农产品品牌战略与常见的工业品牌战略有 

较大区别，市场价格的确定也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 

工业品牌的创建主要是一个企业行为，而农产品品 

牌的创建则是一个群体活动，它既是农民的行为， 

也是企业的行为，还需要政府的参与，三方面形成 

联动。“农户加入大白菜协会确保产品质量，协会制 

定标准规范种植流程，政府主办节会、限定价格营 

造市场，三方共同促进品牌建设。” 

对于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冒牌胶州大白菜，胶州 

市大白菜研究所所长荆世新有些担忧地告诉笔者， 

2010年胶州市大白菜的总产量在 720万棵左右，除 

被北京、上海、济南、天津等地的客户订走外，还 

有一半左右的白菜在青岛本地消化。根据他们的调 

研，装箱精品胶州大白菜在市区销售的并不多，大 

多数客户还是到生产基地订购，但是仿冒精品装箱 

胶州大白菜的不在少数。“不少人私自印制胶州大白 

菜包装箱，装进普通白菜冒充正宗 ‘胶州大白菜’出 

售，现在市面上至少有3成精装白菜为这种情况。” 

荆世新表示，真正的 “胶州大白菜”包装箱上都贴 

有独特标签，标明 “胶州”注册商标，此外每棵大 

白菜都有一个7位数的编号，即防伪 “身份证”。 

在采访和调查中，胶州市大白菜协会和研究所 

以及农业部门、工商部门等单位表示，他们痛恨 

“李鬼”，要从源产地和市场两方面加大执法监管力 

度，斩断 “李鬼”黑手和后援，同时要加大宣传力 

度，教育菜农和群众不要利欲熏心，要遵纪守法， 

公平交易。胶州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工 

商部门可以受理市民关于冒牌胶州大白菜的投诉。 

更多市民群众则希望在 “胶州大白菜”的收获季 

节，不要出现冒牌蔬菜，更不愿意遇到“李鬼”。胶 

州市民刘玉花说：“花几十元买一棵有了‘身份证’ 

的胶州大白菜不稀奇!为啥?因为消费者买得放 

心，吃得更放心。”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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