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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图画卷在邳州大地全面展开之际，借第

四届中国大蒜节在邳召开之东风，《邳州大蒜志》始克厥成，而今付梓，是

‘

值得庆贺的一大喜事!

邳州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尤是21世纪，更加突显其为东陇海

经济带之黄金地段。邳州自夏建邳国，至今已有六千年文明史。明清时期，

京杭运河拓宽疏浚，邳为漕运要津。民国初期，东陇海铁路与京杭运河在

此交汇，遂以“通寰带阅"著称。境内土壤肥沃，物阜粮丰。新中国成立

上÷，农村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农业基础设施日益稳固。20世纪80年代，全

面强化科技兴农意识，落实丰产、高产措施，作物产量大幅增长。优质米、

优质棉、银杏、辣椒干、苔干、大蒜等农产品成为省级商品生产基地和省

商品出口基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

完善，大蒜种植始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短短十几年，基地建设突飞猛

进，成就喜人，邳州迈进了全国大蒜生产四大主产区之列。种植面积由

1989年的12万亩，扩大到2004年的58万亩；单产由500公斤提高到

1500公斤。2005年秋播面积达到63万亩。加工企业发展到200余家。加

工产品也由单一蒜片加工发展到蒜片、蒜蓉、蒜粉、大蒜素、大蒜油、大
1



蒜胶囊等30余个品种，成为邳州名副其实的富民支柱产业，产区55万农

民从中受益。大蒜产业拓宽了邳州农村致富之路，为促进全市经济快速崛

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志界诸同志，抓住契机，独僻蹊径，编纂《邳州大蒜志》，旨在资

治当今，垂范后世。编纂人员遍访蒜区，广征博采，成书之艰启卷可知。

书中既有大蒜栽培的科学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可供农村种植及

私营企业家学习参考，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又给消费者提供了食用和药

用方法，从中获得健康的享受。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邳州大蒜产业向纵深

发展提供第一手资料；为领导者科学决策提供可行性依据，为邳州农村经

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邳州大蒜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图文并茂。它用辩

证的观点，融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是

百万邳州人民开发大蒜产业、振兴邳州经济的实录，也是邳州史志丛书中

一部独具特色的专业方志。

是志付梓之际，欣然作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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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万物复苏、春暖花开时节，我收到一份献给第四届中国大蒜节的礼

物——一部即将付梓的《邳州大蒜志》稿，洋洋十余万言。阅后，不禁掩

卷兴叹，拍案叫好。

是志，好就好在它是一部目前鲜为人知的有关大蒜的专著，是一桩具

有开创性的填空之举。提起大蒜，世人都知道它是汉朝张骞从西域带回中

原内地的尤物，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要说大蒜产业，会有相当一部分人

不知其然。岂不知大蒜以其徼不足道的形象，已在世界贸易的大舞台上撑

起了一片蓝天，成为中国出口农产品中的支柱产业。2005年，我国大蒜种

植面积为48万公顷，产量660万吨，约占世界总量的48．5％、66．1％，在

世界大蒜贸易中占60％"70％的份额，涉及我国十几个省市500多万户

蒜农。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大主产区闻名中外。尤其是江苏邳州，

以其面积之大，产品之优而名列榜首。我与大蒜结缘十几年，常常为中国

大蒜产业这段辉煌兴奋、沉思。如何为大蒜产业呐喊，如何将这段辉煌定

格成历史?就在我心有所思，尚未行动之前，邳州方志人先我而为之，实

令人感到高兴钦佩。因为《邳州大蒜志》不仅仅是邳州大蒜产业创业历程

的实录，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大蒜产业之兴盛。此等礼物怎能不叫人爱不释

手!

是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图文并茂；融科学性、知识

性、实用性于一体，达到了“表一方之风物，昭万世之是非’’之志人初衷。

此中，有执政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方略；有种蒜人精耕细作之经

验；有经纪人“闯江湖、打码头一之艰辛；有科技人正埋头破解之难题；

】



有民间百姓养怡保健之良方；还有中国大蒜产业群雄竞技之掠影。孰为阳

春白雪，孰为下里巴人?无论从政经商，学者庶入，均可从中获益。令人

惊讶的是，是志从酝酿到杀青仅几个月的时间，成书之快，架构之准，使

人领略到编著者之专业老到，匠心独具。然细观其详，谋篇布局，层次衔

接尚存有欠丰、粗糙之感。若能稍作细磨，定会增色不少。但瑕不掩玉，

就此仍不失为县级一专业良志。

我非邳人，因蒜与邳结缘，承蒙编者盛邀作序。故直抒胸意，欣然走

笔。短文虽成，不足为序，权且相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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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

存真务实的原则，力求科学性、实用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二、本志采用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的方法，分章、节、目三个层次，

个别节下无目者，直叙其事。

三、本志立足当代，尊重史实，秉笔直书。文中史实、数据均源于市

有关专家、邳州统计年鉴和市属相关单位上报材料。

四、记述的地域范围以邳州市现行版图为限，个别章节内容因编纂需

要偶有涉及境外或相关典籍、网站。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个另q章因需要而跨出文体要求之外。

六、本志以事系人。凡销售、加工企业经营者以及大蒜种植大户散记

有关章节，不另设人物章。

七、本志依照《江苏省地方志编写行文通则》书写。书中出现较多的

专称，初为全称，后为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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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邳州位于江苏北陲，地处苏鲁交界处。东靠新沂市、西连徐州市、铜

山县，南与宿迁市、睢宁县接壤，北与山东省枣庄市、苍山县、郯城县毗

邻。总面积2085．1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12．84公顷。邳州隶属徐州市，

下辖24个镇，489个村(居)民委员会，总人口161．43万。境内陇海铁

路、霍(尔果斯)连(云港)高速、徐海一级公路、310国道横贯东西，邳

(州)苍(山东苍山)、邳(州)睢(宁)公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与京杭

大运河交汇于市区，形成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条件。邳州是苏北

农业大县，全国粮食生产百强县。境内四季分明，秋冬气候温湿，土壤多

中性至微碱性，有机含量丰富，全磷中等，含钾较多。地下水为肥水、淡

水。硝态氮含量平均4毫克／升。适宜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大

豆等农作物，尤其适宜大蒜生长。20世纪80年代，境内实行农业生产责

任制，农业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改过去传统的农业生产格局。特色蔬

菜大蒜一跃成为邳州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并与银杏、石膏、板材成为邳州

闻名中外的四大支柱产业。“邳州牌”大蒜、“宿羊山牌"大蒜及其加工产

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欧美等30多个

国家和地区。

据东汉崔窘g东观汉记》记载，东汉章帝时，兖州刺史李恂曾将大蒜

带到山东，开始只在官府后院种植，收获后作为礼物分赠下属，后慢慢在

民间传开。后传遍山东全境及河南、江苏、安徽等周边地区。邳州大蒜种

植始于汉代，盛于元、明，清时邳州境内蒜田良多，比比皆是。当时的

洳口地区(即现在宿羊山、车辐山、邳城、赵墩四镇交汇地区)蒜田面积

就有万亩之多。清乾隆年间，当时有“金洳口，银窑湾’’之美誉的洳口古

埠码头，凭借紧傍千年古运河的地理优势和便利交通，一跃成为徐州府

“下四县(邳、睢、宿、铜，上四县为丰、沛、萧、砀)”的首富之地。一

年四季，车船辐辏，商贾云集。古运河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当地和周
1



～70年代中期也多见于农家菜园、场头地边，蒜田面积只在2,--,3万亩。

1980年，邳州大蒜被江苏省外贸公司列为国家出口骨干产品，邳北片第一

次掀起大蒜种植热。洳口(今邳城镇内)、戴圩、四户等地出现小片规模

种植。1985年，邳州被命名为“江苏省白蒜生产基地”。借助改革开放的

东风和优越的自然资源，邳州再次掀起大蒜种植热，宿羊山镇脱颖而出。

以宿羊山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的一些镇村，继连片种植之后，又开秋播无粮

之先河。种蒜可以致富的理念和信息开始在邳北诸镇传播，车夫山、赵墩、

碾庄、八义集、邳城等镇也奋起追赶，邳西北大蒜基地镇的格局日趋成型。

随后，种植热又由邳北发展到邳南，土山、新河、议堂、八路等镇也出现

部分村连片规模种植。对此，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积极引导，组织市镇

两级科技人员下地指导，用规范栽培、地膜覆盖取代落后于时代的传统种

植模式；用合理施肥、适时灌水取代以往粗放的管理方法；用异地选种、

提纯复壮培育出的优良品种取代低产的地方品种。在短短的几年内，大蒜

亩产由原来的500公斤，提高到1000公斤。境内第三次掀起了大蒜种植

热，连片种植区域涌现出一批种蒜大户，少则三、五亩，多则一、二十亩。

全市蒜田面积和产量一增再增。1989年，蒜田面积由70年代初的2万亩

增加到12万亩；1999年接近20万亩，2002年突破30万亩。大蒜亩产量

也猛增到1500公斤。2003年，大蒜种植遍布全境，并形成了以宿羊山、车

辐山、碾庄、赵墩、邳城、八义集、土山、新河、议堂等大蒜生产、销售

基地镇。宿羊山镇成为秋播无粮第一镇。与其接壤的周边镇也出现部分村

秋播无粮作物。一些大户的种植面积也出现历史新高，2005年，排在前三

名是八义集镇李克尚50亩，宿羊山镇季茂盛、张相兰35亩。2004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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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麓

市蒜田面积58万亩，年产量70万吨，销售15亿元。2005年，全市秋播

大蒜面积扩大到63万亩。邳州大蒜以其面积之大、产量之高、质量之优

享誉国内外市场，并跻身于中国大蒜主产区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前，邳州境内大蒜面积小，生产的蒜薹、蒜苗、蒜

头仅作县、乡蔬菜供应。只有极小部分由蒜农在市场上出售。随着境内蒜

田面积和产量的不断扩大和提高，市外贸和供销系统担负了境内大蒜对

国内外销售的使命。1977年，江苏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以“徐州白蒜”

之名对外试销邳州大蒜，并一举成功，当年外销蒜头500吨。1980年，邳

州大蒜被列入省出口骨干产品之一，每年省下达出口收购计划2万吨。据

不完全统计，1977--"1992年，邳州外贸供销系统共收购出口大蒜及大蒜产

品30余万吨。1985年，国家取消派购计划，邳州大蒜的销售渠道进一步

拓宽，邳州大蒜出现多元化销售。进入21世纪，随着大蒜专业市场的建

立和完善，邳州大蒜购销进入稳定健康的市场购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轨阶段，一批由邳州人组成的营销队伍应运而生。邳州市农副产品购

销公司、宿羊山青山大蒜购销公司就是其中代表。1983年，邳州第一家大

蒜购销公司在宿羊山成立，以刘体平、谢清华、谢青山等为代表的宿羊山

人率先创办了个体购销公司；继之，车辐山、赵墩、碾庄、邳城镇等也纷

纷创办了营销公司。一个个塑料大棚，一座座储存库，为建设邳州大蒜交

易市场奠定了基石。在邳州大蒜持续旺销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约

有3000名经纪人参与购销业务。其中销售量逾千吨的大户就有100家之

多，年销量50万吨以上。2005年，邳州已建成宿羊山、车辐山、邳城、戴

圩、赵墩、碾庄、八义集大蒜批发市场7个，储存库、恒温库150余座。

彩钢瓦棚，连绵十数里，年储存能力25万吨。其中，宿羊山大蒜批发交

易市场是苏北鲁南地区最大的大蒜批发交易市场，由上海同济大学和徐

州市规划设计院共同设计。一期工程于2004年完工。先后投资5000多万

元，建成占地70万平方米的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最大的镇级大蒜贸易专

业市场。市场内彩色高架钢质遮阳大棚6万平方米，配套冷藏库80多座，

储量10万吨。2004年，第三届中国大蒜节在邳州召开，宿羊山大蒜批发

交易市场作为主会场，吸引国内外客商500余人，签订大蒜贸易合同22
3



邳州大蒜志

个，成交额1．7亿元。

邳州素有“四辣(大蒜、生姜、辣椒、大葱)”之乡美称，传统的辣

椒、大蒜腌制品名扬周边地区。根据市场需求，邳州蒜产品深加工起步较

早并打入国际市场。1977年，邳县蔬菜公司酱醋车间建成简易烘房2道，

试产脱水蒜片30吨并取得成功。1978年，邳县脱水菜加工厂正式成立，四

户脱水菜厂、邹庄脱水菜厂相继建成投产，主要生产脱水蒜片，其中四户

脱水菜厂当年生产销售蒜片100吨，成为江苏省口岸脱水菜出El定点企

业，1984年，被评为江苏省“蒜片行业’’第一名。1985年、1986年，邹

庄脱水菜厂、红旗脱水菜厂相继建成投产，年产蒜片320余吨、产值120

余万元，其中红旗脱水菜厂生产的产品获国家商业部“优良产品证书”和

金奖；1988年，当时“邳县土产品进出口公司”与“邳县脱水菜厂”联营，

形成了种植、收购、加工一条龙经营体系。1993年，洳口脱水菜厂大蒜油

试产成功。进入21世纪，大蒜主产区的一部分私营购销大户已不满足于

单一大蒜购销储存，他们瞄准世界大蒜市场需求，着力于大蒜产品及大蒜

深加工上下功夫，集收购、销售、储存及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闪

亮登场，并纷纷亮出自己的拳头产品。截止2005年，境内有大、中、小

型大蒜民营企业400余家；其中，龙头企业40余家，在国内外设经销处

2000余个。晶贝、伟楼、黎明、清华、国伟、恒丰宝、青山蒜业等10余

家龙头企业已获得自营出口权。他们年贮存量达10万吨，加工蒜产品15

万吨。其产品有脱水蒜片、糖醋蜜蒜、蒜粒、蒜粉、蒜茸、蒜油等系列产

品30余个。2004年，“邳州牌”大蒜、“宿羊山牌”大蒜经农业部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认证为无公害农产品。

2003年9月～2005年8月，邳州大蒜协会、宿羊山大蒜协会、车辐

山大蒜协会、宿羊山电子销售网站相继成立，它标志着邳州大蒜产业由单

一、分散经营向农、工、贸一体的规模化、集约化形式发展。大蒜的营销

方式由计划购销、多元化购销走向了与国内外大蒜市场接轨的市场购销

体制。宿羊山电子销售网站，2005年8月成功与中国蔬菜市场联网，邳州

300余家大蒜营销加工企业加盟，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交易。突破了传统

市场的时间上、地域上的限制，成为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市场。黎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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