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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农业”让田野留住“舌尖上的乡愁”
老百姓身边的黑科技之食

近日，在京郊多个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蔬菜大棚里，绿油油的黄瓜顶花带刺，西红柿泛着红晕笑脸相迎，地垄里的樱桃萝卜也
拱出地面等待采摘。成片的玉米在微风中摇曳沙沙作响，仿佛在演奏着丰收的赞歌。从改良土壤到播种、灌溉，北京市农业技术
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50多年始终亲力亲为，做好品质把控，引导农民用科学的方法种植蔬菜提质增效。他带头恢复多个老
北京口味蔬菜、推广迷你蔬菜，只为留住老百姓“舌尖上的乡愁”。

入口即化的核桃纹白菜、味香
浓郁的五色韭、瓤沙“苹果青”番
茄、北京名菜烧茄子的最佳食材七
叶茄……多年前，曾有一批土生土
长的北京“老口味”蔬菜，因其品质
好、风味浓受到了市民的喜爱，但随
着市场的丰富、种质退化和杂交品
种的引进，“老口味”逐渐退出了北
京市民的餐桌。

十多年前，工作在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第一线的曹华发现，市场上真正
缺少的不是批发市场的普通蔬菜，而
是真正生态农业生产出来的“儿时的
味道”。他带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的同事们，利用科技手段，恢复了
北京“老口味”蔬菜的种植，并提升品
质，让它们更适应市场需要，唤醒了
“老北京们舌尖上的记忆”。

从2009年开始，曹华进行老北
京传统口味品种的恢复种植工作，
首先就需要进行种子的收集和技术
储备工作。“以七叶茄、核桃纹白菜
为例，多亏了卢沟桥种子站王振林
老先生贡献出珍藏了三十多年的七
种蔬菜老种子，经过不断克服各种
困难做实验、繁育种子，才把七叶茄
恢复种植成功。”

经过几年摸索，推广站率先在
四个品种上形成了成熟的技术规
程。针对有机肥减少的变化，他们
通过生物菌腐熟有机肥或直接将生
物菌肥施到地里，再配以麻渣、豆
饼，能有效减少随水冲施有机肥带
来的细菌感染，显著提高了品质；针
对病虫增多的变化，他们采取农业
措施轮作倒茬，配以黑光灯、糖醋
盆、防虫网等物理措施，再加上辣根
素、除虫菊、引入“天敌”等生物措施

集中防控。
曹华介绍，

本市老口味蔬菜
品种的挖掘和恢

复至今已有14年。最早“复活”的是
花叶心里美萝卜，这种萝卜皮薄、肉
脆、多汁，果肉红艳，据测定其维生
素C、核黄素、铁等含量比梨还高，
故有“萝卜赛梨”之称，曾为清廷贡
品。此后，在2010年至2011年，本
市先后恢复了大核桃纹白菜和小核
桃纹白菜。这两种菜叶像核桃皮一
样布满褶皱，叶嫩帮少，味道清甜，
纤维少，易煮食，耐寒耐储藏，但此
前因产量较低，导致被新推广的杂
交白菜占据市场。

据了解，自2012年至2015年，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以每年一至两个
品种的频率相继恢复老口味蔬菜品
种。十多年来，全市各区已加大了
对老口味蔬菜的恢复，在顺义食为
先生态园、通州金福艺农番茄园、北
京京朝花园农业发展中心等60多个
示范点开展种植示范工作，恢复种
植花叶心里美萝卜、核桃纹白菜、北
京刺瓜、北京秋瓜、苹果青番茄、鞭
杆红胡萝卜等10种名优蔬菜品种，
每年种植面积在1000亩左右。供应
首都市民100万公斤老北京口味的
蔬菜产品，种植效益也比普通蔬菜
高2~5倍。其中花叶心里美萝卜和
核桃纹白菜的种植面积最大，都达
到了150亩以上。

在生产过程中，曹华除了总结8
项栽培关键技术，撰写完善了心里
美萝卜、核桃纹白菜、苹果青番茄、
北京刺瓜等10种作物的种植技术规
范，还在产品整修和包装方面提出
新的创意，体现出文化氛围。在各
个生态园区，这些老口味蔬菜产品
深受市民欢迎，除了吸引诸多市民
来园采摘，也增加了社区配送的数
量，其优质的品质和浓浓的风味让
许多人尝到三十多年前的味道，既
满足了市民的需求，又提高了种植
者的经济效益。

恢复老北京传统蔬菜
唤醒记忆中的老味道

走进现在的菜市场，也许您会被
一些迷你型的蔬菜吸引，比如说袖珍
胡萝卜、手指玉米、迷你型白菜，曹华
正是新型迷你白菜的研发者。

曹华想做迷你白菜的念头，源
于 2005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
一位著名心内科专家讲述了一个
病例——一位老人抱着两棵10斤
重的大白菜上楼，结果引发了心脏
病。这个病例，让曹华深受触动，
“多年以来，大白菜株型偏大，购买
和搬运的时候都不方便。如果把大
白菜重量降低了，老人搬运起来也
就不那么费力了。”

让曹华下定决心投入小棵白菜
品种研究的不仅仅是一时的触动，还
来自于他多年的观察——从生产环
节来说，大白菜生长期偏长，每年立
秋前后播种，正是高温多雨季节，不
仅不利于施肥和播种，还容易感染病
毒、霜霉等病害；从市民需求环节来
说，白菜棵太大了，一顿吃不完，剩下
的不仅水分流失，营养也流失了。

从开始试验到第一批迷你白菜
试种成功，曹华试验了几十次，其难

点就在种植密度、种植时间和水肥管
理上。以前，每亩普通大白菜的种植
密度在2000多棵，迷你菜的种植密
度如果太密了，植株开展度不够，长
不好；太稀了，产量过低，单棵也易长
大，重量没降下去，市民还是不方
便。经过多次试验，曹华才摸索到了
相对理想的密度，每亩迷你白菜的密
度应该是7500棵左右，“按照这个密
度种植，每棵白菜的重量控制在两斤
上下，亩产量与普通白菜品种相近，
而播种期却推迟半个多月。”

别小看这半个多月，迷你白菜可
以在8月下旬播种。这个时间段恰
恰到了处暑节气，避开了高温多雨的
天气，整地施肥和播种都相对方便，
更能避开高温季节病害的危害，减少
农药施用，提高了白菜的质量。

试种成功后，曹华积极向种植
户传授这种迷你白菜的种植技术，
现在北京郊区及河北等地每年种植
5000多亩。迷你白菜在地头的售价
比普通大白菜高50％至80％，每亩
能增收2000多元，还能吸引市民来
地里采摘。

创新攻关迷你菜种植
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

口感番茄也是广受欢迎的鲜食
蔬菜，但由于各种原因，前几年的番茄
口味大不如前。“好吃的西红柿肯定要
有籽、汁水足，咱们小时候吃西红柿，
不都得拿手接着点，就怕汁溅到身
上。可是这样的西红柿不好保存，经
销商就愿意选那种汁水少、不怕压的
品种，农户在种植的时候，慢慢也不授
粉了，西红柿里的籽就越来越少。”

近年来，曹华指导许多园区种
植成功的“苹果青”“京番308”等鲜
食番茄，采用了调节适宜生长环境、
施用生物有机肥、轮作倒茬和雄蜂

授粉等措施，减少了病害感染和病
毒危害，在保留老北京蔬菜原来风
味的同时，提升了蔬菜品质。

虽然穿着、言语都很朴实，但曹
华却一直走在农业的时尚潮头，他戏
称自己的工作就是研究和推广“好看、
好吃、好玩”的蔬菜。他所说的“好看”
和“好玩”就是要发展都市观光农业，
让郊区成为市民的“后花园”，市民休
闲时来郊区踏青、赏景、观光、采摘，一
站式感受新农业的
创新变化。

（李佳）

发展都市观光农业
一站式踏青观光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