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葱作为蔬菜和调味品，在周年供应中要求

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每年 5 月北京、天津

及周边地区的大葱供应会出现 1 个月左右的淡季。

针对这一市场需求，天津市以武清区三里浅村为中

心，发展特色越冬青葱栽培，其产品不仅有效缓解

了大葱市场供应紧张的问题，也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的重要途径。

1　越冬青葱生产的优势

1.1　有利的土地条件　

以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三里浅村为中心的

越冬青葱生产基地，种植土地为大运河两侧的河滩

地，灌溉条件得天独厚；土壤由运河淤积而成，富

含有机质，土质疏松，通透性良好。河滩地初春土

壤升温快，有利于青葱返青及迅速生长，再配合特

色栽培，青葱收获比华北地区提早 1 个月左右。

1.2　特定的栽培模式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三里浅村菜农摸索出一套

青葱露地覆膜越冬栽培模式。即立秋以后播种，霜

降前后覆盖地膜，然后打孔定植，立冬前后定植完

毕。株距 10�cm，行距 15�cm，每 667�m2 定植 4 万

株左右，高产田必须保证每 667�m2 有效株数在 3.5

万株以上。定植时葱苗假茎基部直径 0.5�cm 左右，

三叶一心，株高 35�cm 左右。冬季露地自然越冬，

翌年 3 月下旬浇返青水，抽薹后适时摘除花苞，追

肥、浇水 3～4 次，5 月上旬即可适时上市。

1.3　准确的市场定位　

北方地区食用冬储干葱一般在 5 月退市，福

建、江苏等南方地区冬季生产的鲜葱也接近销售尾

声，河北、河南等地的青葱还未到上市期（段风华�

等，2013），大葱市场会出现 1 个月左右的淡季。

三里浅村的越冬青葱 5 月上市恰好能填补市场空

缺，也使当地农民获得较好的收益。

2　越冬青葱生产存在的问题

2.1　土地重茬问题严重　

农户对青葱的种植多为自由发展，种植田重茬

现象严重，育苗田连茬定植的现象也很普遍，生产

上已表现出严重的重茬障碍，如病害发生频繁、葱

苗长势偏弱、返青苗成活率低、产量下降等。

2.2　对品种、种子选用不够重视　

三里浅村越冬青葱的种植品种以五叶齐大葱类

型为主体，也有山东、河北其他品系的大葱。一般

农户多为自行留种，常因多年连续进行小株采种和

未进行相应的提纯复壮，造成种性严重退化，其一

致性和种子活力均较差。部分农户从市场购买商品

种，对价格比较敏感，而容易忽视种子质量及品牌，

多选用价位较低的杂牌种子，种子质量难以保证，

栽培效果变数较大。

2.3　种植水平低、种植观念落后　

多数农户对青葱的栽培管理较为粗放，在生产

上投入较少，除地膜、肥料外很少再有其他投入。

例如，风障对保护葱苗越冬、返青有明显作用，农

户虽有所认知，但却很少使用。多数农户对青葱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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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三里浅地区种植越冬青葱具有明显

的地域优势和市场优势。在运河两侧的河滩地

种植，土质肥沃，回温快，青葱可在 5 月上市，

恰好填补大葱市场空缺，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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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缺少高产高效、高投入高产出的种植理念。

2.4　种植田分散、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三里浅村越冬青葱种植地块主要集中在运河

大堤两侧，单块种植面积较小，多为 1�500～2�000�

m2，中间间隔一定面积的以越冬小麦为主体的其他

作物，统一管理困难，特别对浇水、收获、运输影

响较大。此外，种植田农业基础设施较薄弱，基本

停留在大田作物的种植水平，田地内没有建成有效

的水利设施，浇水以漫灌为主。道路条件也相对简

陋，不利于较大运输车辆的通行。

2.5　市场销售混乱　

越冬青葱收获上市基本集中在 5 月，时间短、

行情变化快。农户急于出售，常常相互压价，造成

较大的经济损失。又因 5 月气候条件适宜，青葱生

长迅速，农户为追求产量，往往错过最佳销售时�

间，出现高产低效的现象。另外，收购青葱的销售

商随机性较大，收购价格的随意性也很大，致使农

户的销售收入变化较大。在自发、无序的市场条件

下，农户处于极为不利的市场地位。

2.6　发展方向不明确　

三里浅村及其周边地区越冬青葱产业的发展已

经进入瓶颈阶段。生产的自发性使青葱生产很难形

成规模化，种植的盲目性使农户的经济收益起伏较

大，并且与其他农作物相比经济收益也在降低。农

户种植青葱的积极性受挫，越冬青葱产业的发展处

于想放弃又难以割舍的尴尬境地。

3　越冬青葱生产发展对策

3.1　统一规划、轮换种植　

将适宜种植越冬青葱的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划

分成 3 个种植区域，其中一块用于青葱种植，其他

两块种植小麦或其他作物。通过土地流转或交换，

将同类作物集中到同一种植区域，统一管理，提高

生产效率，减少重茬的危害。

3.2　进行严格的品种引进与筛选　

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农户的良种意识，认识使用

良种对高产的重要性。改变当地小株采种、生产株

留种的习惯，提倡采用大株采种，建立专用的采种

田，对农家品种进行提纯复壮。对五叶齐大葱类型

的不同品种进行比较试验，筛选出适宜当地栽培的

优良品种；并开展其他类型大葱品种的引进筛选工

作（田朝晖�等，2011）。

3.3　提升种植水平和种植观念　

通过技术讲座和座谈等方式提高农户的技术水

平，制定高效实用的种植规范供农户参考，促使青

葱种植规范化、标准化、高效化。通过树立高效种

植示范户，带动农户采用高效的田间管理手段，提

升整体管理水平。在栽培中，加强育苗阶段的管理，

提高肥料施用水平，加强病害预防，重视农业防治，

合理使用化学药剂（刘洪军�等，2011）。

3.4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在进行越冬青葱种植田有效集中、统一管理

的基础上，增加农业设施建设投入，对农田水利灌

溉设施进行改造，将大水漫灌逐步改为喷灌，减少

水资源及人工的浪费；增加风障、育苗棚室及遮阴

设施等的建造；规划建设田间道路，以便于大型运

输车辆的通行，提高收获与销售效率。

3.5　建立统一完善的销售体系　

由村委会牵头，以农户自愿为原则，逐步建立

起统一的生产销售体系，统一生产、统一管理、统

一价格、统一销售。建立销售合作组织，规范销售

方式，制定销售规则，安排产销次序，使市场效益

最大化。加强经纪人培养与管理，形成稳定的销售

渠道和合理的销售秩序。大力开拓电子销售、农超

对接、社区直销等多种销售渠道，完善销售体系。

3.6　明确发展方向　

制定合理的越冬青葱生产计划，对种植区域进

行合理布局，在越冬青葱生产逐步走向规范化和高

效化的同时，加强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逐

步扩大生产规模。以市场为导向，减少种植的盲目

性，进一步完善产销体系，稳定青葱生产的经济收

益。加强与科研单位的合作，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

开展农户间的技术交流，提高农户的种植水平和积

极性。拓展其他茬口大葱的种植，逐步形成多季节

供应的产业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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