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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燃烧的6月，全国莘莘学子
共赴高考之约。

在 2024 年 6月 6日这天，中国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也“放榜”了，
公开发布2024年第一批《农耕农品
记忆索引名录》 信息公示，从公示
信息上来看，本批有天津、河北、
山东、四川、上海、江苏、湖南、
湖北等17个省市的268个产品进入
名录，其中蔬菜大类共占45席，山
东占 13 席，列第一位；四川占 9
席，居第二位；湖南、甘肃各占 4
席，并列第三位。

有人问：《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
录》的意义是什么？

《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是为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赓续农
耕文明，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
乡村多元价值的重要指示精神，推
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展示独
具农耕文化的乡村风貌、乡土特产
和农耕资源，满足公众农耕农品传
承与感悟体验需要。农耕农品记忆
索引名录包括涵盖具有农耕文化记
忆(印记)传承属性并源于种植养殖生
产消费过程、彰显农业多种功能乡
村多元价值、满足乡愁感知感悟感
念，且具有独特生产、加工、贮
藏、保鲜、消费、技艺与品质特
性、风格特色的农产品及相关产品。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蔬菜
种植面积连续 6年保持在 3亿亩以
上，年产量突破8亿吨，规模稳居世
界第一。我国蔬菜生产规模快速扩
大，过去 10 年间蔬菜播种面积由
18836.3 千公顷扩增到 22434.1 千公
顷，且蔬菜产业布局明显向西部扩
张，广西、四川、贵州等省份成为
新晋的蔬菜主产区。

目前，蔬菜生产作为我国种植
业中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
蔬菜产业动态一直颇受公众关注，
所以 《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 信
息公示一经发布，立时引起各级政
府部门、各级媒体的关注。那么，
45个蔬菜品种凭什么优势入选第一
批《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本文
从名录中撷取部分蔬菜种类作为案
例进行解析报道，以飨读者。

河北：安平白山药
焕发特色活力

滹沱河两岸独特的沙质土地，
为种植安平白山药提供了良好的生
长环境。据了解，河北省衡水市安
平白山药种植已有 300 多年的历
史，目前种植规模发展到 40 多个
村，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一种
特色优势产业。当地村民给记者算
账：正常情况下种植山药亩均纯收
入7000元至8000元。

为了解决白山药的冷藏运输问
题，近年来安平县成立了一大批
种、储、销一体的专业合作社，发
挥市场聚集效应，确保了农民收益
和市场效益。

对于山药，在采挖过程中，有
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白山药扎在
地下1米深的沙壤土中，采挖时难免

会出现残断的情况，因为品相不
好，常常被人们贱卖或直接扔在地
里。针对此，安平县大力推进白山
药深加工，在一家山药深加工企业
记者看到了一系列创新：麦芯粉和
山药粉合理配比制成的素蒸面，比
吃普通面条更营养；银耳、红枣与
山药颗粒搭配，口味独特又富含营
养；山药粉里融入陈皮，做成的白
山药含片，入口清香；山药粉里加
入蓝莓，做成的蓝莓山药脆，成为
人们青睐的茶点……先后研发出的
产品形成了7大系列120多个品种，
走销全国28个省市，出口日本、欧
美、东南亚、非洲等地。

白山药的附加值提升了，种植
户们的腰包也跟着鼓了起来。

江苏：吕墅萝卜
托起强村富民产业

依托萝卜产业发展，江苏省常
州市新北薛家镇丁家村成为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近年来，该村借力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引导吕墅萝卜产业走出了一条

“集体受益、群众增收”的新路子，
由一个无资产、无资源、无特色的

“三无村”实现华丽转身，村集体年
经营性收入突破100万元，收入翻
了近三番。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群众增收是根本。该村将零散土地
流转给合作社集中种植萝卜，投入
1000余万元建成精品萝卜种植园和
萝卜文创工场，形成集种植、生
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萝卜干产
业化基地。全力强化科技赋能，通
过与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科院等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邀请专
家对种植土地进行“把脉”、改善土
质，开展郑禧红、冰激凌甜心等品
种选育技术攻关，进一步提升产品
的技术附加值。坚持发展让群众参
与、让群众受益，萝卜播种、田间
管理、采收包装等工作均由本村剩
余劳动力承担，为农户提供家门口
就业岗位70余个，平均每户每年增
收2万余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年均
增收20万元。

该村还以文旅融合发展为抓
手，深挖“种、产、销、展”的

“吕墅萝卜”文化内涵，将萝卜文化
融入常州特产萝卜干文化，依托萝
卜干文创工场，增加产品衍生效
益。以萝卜产业发展为依托，不断
拓展发展路径，打造集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旅游观光等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型田园区。

山东：寿光纪台长茄
走出专业化之路

寿光纪台长茄，生长于“中国蔬
菜之乡”山东省潍坊市寿光纪台镇，
这里种植茄子已有30余年的历史。

6月的一天早晨，记者走进纪台
镇张师傅的茄子大棚，她正在忙着

摘长茄。她告诉记者，从种棚以来
就一直种着茄子，已经有 20 多年
了，这个大棚一茬能摘两千多斤，
冬季价格好一些的时候，两千多斤
茄子最起码能卖六七千块钱。

近年来，纪台镇重点打造以长
茄为主的特色产业，逐步实现了“纪
台长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
场化，通过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纪台长茄”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被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
品，获绿色食品标示使用许可，并成
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目前，全镇茄子种植面积27000亩，
年产量达50余万吨。

纪台长茄具有果皮薄、籽少、
果肉细嫩、口感好等特点，且种类
丰富，有765、布利塔、大龙、冠红
灯等多个品种，成为潍坊地区茄子
种类最为丰富的集散地。为了保持
长茄产业持续发展的后劲更足，近
年来，纪台镇积极推进农民合作社
专业化发展，破局传统交易市场，
搭上电商发展快车，让“纪台长
茄”有口碑更有销路。

纪台长茄畅销市场，关键因素
之一是顺应市场需求。纪台镇积极
推动长茄新品种引进示范和推广工
作，从长茄的品种、口感、外观等
方面，分级建立标准，鼓励辖区育
苗企业、种植户引进先进品种，保
证了“纪台长茄”品牌更有含金量。

湖南：白关丝瓜
打造中国高端丝瓜品牌

6 月 4 日，“玉出白关 ‘丝’
享鲜甜”2024白关丝瓜品牌发布会
成功举办，两大标准重磅发布——
《 白 关 丝 瓜 产 业 发 展 白 皮 书
（2023）》 与白关丝瓜产品包装式
样，旨在进一步规范和提升白关丝
瓜产业的发展水平，强化品牌识别
度，促进产业链的可持续性与高质
量发展，全力打造中国高端丝瓜第
一品牌。

据了解，湖南省株洲市芦淞白
关镇有着 400 多年丝瓜种植历史。
白关丝瓜因其皮薄肉厚、通体呈白
玉色而得名。相比普通丝瓜，白关
丝瓜肉质更加细嫩鲜甜，营养价值
更高，是株洲地区首个获批国家地
理标志双认证的蔬菜品种。2022
年，白关丝瓜种子作为株洲蔬菜品
种首次参与航天育种实验，搭乘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太空。

近年来，株洲市和芦淞区大力
推进“白关丝瓜”特色产业向规范
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联合省
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成功选育出第六
代白关丝瓜提纯复壮种子，大幅提
升了丝瓜的商品性、坐果率和品
质。同时，从种瓜、卖瓜到赏瓜、
卖景，再到吃丝瓜月饼、喝丝瓜气
泡水、敷丝瓜面膜、看丝瓜研学，
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目前，仅白关镇就有丝瓜种植
大户约 1200 户，大型丝瓜种植企
业、种植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30多家，全产业链产值超5亿元。

甘肃：甘谷辣椒
成为一个经典符号

6月的西坪，是田间辣椒长势正
旺的时节。走进甘肃省天水市甘谷
西坪镇马家河村线辣椒种植基地，
一片片辣椒苗竞相生长。“今年马家
河村线椒种植基地连片栽植线辣椒
有 500 亩，加上散户种植约 800 余
亩，全镇各村共栽植辣椒约 4000
亩。”西坪镇相关负责人说，该镇为进
一步实现辣椒种植提质增效，积极推
动辣椒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在马家河村打
造了水肥一体标准化辣椒生产基地，
使其成为全县五处标准化“甘谷辣
椒”品牌种植基地之一。

西坪镇的辣椒生产发展，仅仅
是甘谷县辣椒产业的一个缩影。

甘谷辣椒，已有近 400 年的种
植历史，甘谷人对辣椒情有独钟，
种辣椒、食辣椒、加工辣椒、观赏
辣椒、赞美辣椒……还按照辣椒的
形色做成香包、制成年画，形成了
一种独特的辣椒文化，已经成为了
一张经典的甘谷名片、甘谷符号。

甘谷人不但会种植辣椒，更会
培育优良品种，从而保证了甘谷辣
椒产量提高，品质不变。5万亩的种
植面积不算很大，但这是品质一流
的5万亩。在种植加工的一系列环节
上，甘谷人手中紧握两张牌：一是
地方特色牌，二是精品战略牌。乘
着这双有力的翅膀，甘谷辣椒畅销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科学研制开发
的面、丝、片、丁、油、酱等数十
个辣椒系列产品，满足了海内外消
费者多层次的需求。陇上椒、全录
王、永宁春、古风台等几十家辣椒
加工企业互相竞争，使甘谷辣椒保
有其旺盛的活力。

如今，不论在多大的超市，包
装上印有“甘谷”二字的辣椒，绝
对抢手。

结语

蔬菜产业发展，已经成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强有力支撑。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
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
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
条、兴业态、树品牌。这为现代农
业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我们的
眼光要放长远，不贪大求洋，实事
求是，瞄准当地的传统特色产业进
行深度开发，依托产业特色优势向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全
力培育传统蔬菜产业的多功能性，
发展名优特精蔬菜区域公用品牌，
培育壮大一批特色鲜明、质量稳
定、信誉良好、市场占有率高的蔬
菜产品及其产业品牌，以增强乡村
振兴全面发展的坚实底色。

本报记者 侯庆强

45种蔬菜何以登上“全国榜”
以 5 种蔬菜为例，解析入选 2024 年第一批《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蔬菜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