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农业 

  胶州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油料作物百强县（市）之一和山东省现代化农业试点县（市）

之一。近年来，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粮食生产平稳增长，蔬菜、畜牧、水产、花木四大

特色农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县（市）。农业标准化水平不断提

高，胶州大白菜等农产品品牌优势进一步显现。全市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超过 300 家、农村专

业合作组织超过 100 个，有力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稳妥推进“两田制”调整，高标准实施

大沽河综合治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成为全省农业机械化试点县（市）之一。  

  粮食生产实现增长，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113.2 万亩，减少 0.3%,总产量达到 48 万吨，增

长 4.3%。2009 年末全市实有耕地面积 54668 公顷。2009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增速如下：  

  产品名称 产量(单位) 比上年增长(%)  

  粮食总产量 48 万吨 4.3  

  其中:小麦 25.48 万吨 3.4  

  玉米 21.31 万吨 7.2  

  蔬菜(不含果用瓜) 119 万吨 -13.9  

  水果 6.34 万吨 -10.2  

  2009 年畜牧业肉类总产量 52872 吨，牛、羊奶总产量 21861 吨，禽蛋总产量 33724 吨。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1365 公顷，减少 34.7%；森林覆盖率 38.26%，提高 1.14 个百分点。全年

完成幼林抚育作业面积 2090 公顷。渔业生产产量小幅提高。水产品总产量 125058 吨，增

长 4.2%。其中，捕捞产量 30027 吨，下降 0.2%；养殖产量 95031 吨，增长 5.7%。海、淡水

养殖面积 5976 公顷。  

  农村生产条件继续改善。2009 年末，全市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100.5 万千瓦，增长 2.3%。

农用拖拉机 19620 台。农村用电量 94018 万千瓦时，地膜覆盖面积 13233 公顷。  

【胶州大白菜】 

  胶州大白菜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白菜因营养丰富而号称“蔬菜之王”，而胶州大白菜则

以汁白、味鲜甜、纤维少、营养丰富、产量高等特点而驰名中外。 在民间白菜是吉祥的象

征，被称为“百财”人们以精美玉雕白菜象征吉祥富贵。在种植中用豆饼、鸡粪作为肥料，从

不打农药，人工抓虫，是纯正的天然蔬菜。  

  目前，胶州大白菜在我市的三里河、胶河、墨水河、胶莱河、大沽河、洋河两岸广为种

植，面积 6 万亩左右，其品种也由原来的大叶、二叶、小叶三个品系发展到现在的多个系列

杂交种，可春、夏、 秋三 季种植，周年供应市场。1999 年，被农业部认定为优质产品； 2003

年，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2005 年，被评为青岛市“消

费者喜爱的名优农产品”；2006 年，被认定为有机转换产品。  

  胶州大白菜是中国名产，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种植历史，远在唐代即享有盛誉，传入日

本、 朝鲜后，被尊称为“唐菜”；公元 1875 年，“胶州大白菜”在东京博览会上展出，从此名

扬天下。2006 年 4 月 7 日，“胶州大白菜”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为原产地证明商标。  

  “胶州大白菜”以其品质优良而著称，具有“帮嫩薄、汁乳白、味鲜美、纤维细、营养好”

等优点，其品质和盛名史籍多有记载，文人多有吟颂。陈毅元帅曾在诗中赞美： “伟哉胶菜

青，千里美良田”。 尤其鲁迅先生散文集《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中的描述，更彰显了“胶州

大白菜”的尊贵。   

【里岔黑猪】 

  里岔黑猪是山东省优良地方猪种。里岔黑猪以其产地和毛色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山东省

胶州、胶南、诸城三县市交界得胶河流域。里岔乡是其中心产区。1972 年，山东在猪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