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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里镇这家合作社利用生物技术将农业废弃物转变为有机肥，走出生态循环农业新路子

 

　　近日，记者来到青岛润泽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看到不少人正在购买粉
条。“甲滩粉条好吃，是小时候那种粉
条的味道。我每年春节前都会来买一
些，做‘白菜粉条炖肉’这道家常菜，
家人特别喜欢吃。”正在购买粉条的
市民张先生说。
　　“最近来买粉条的回头客不少，
大多是泊里镇及周边村民。大家除了
自己吃，给亲朋好友捎带的也不少。”
青岛润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李祥阳告诉记者，农历腊月是粉条的
销售旺季，春节前粉条的销量有望突
破200万斤。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合作社的红
薯粉条直供新区的盛客隆等各大超
市。同时，合作社还与烟台、威海等地
的企业达成合作协议，长期为其生产
高品质淀粉、粉条等红薯制品。此外，
该合作社生产的淀粉、粉条还出口韩
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这几年，北
京、上海等城市的高端酒店也来采购
我们的粉条。”李祥阳自豪地说。

　　在该合作社的红薯粉条加工车
间，记者看到了众多被码放得整整齐

齐的粉条。
　　“这些是准备往外发货的粉条，
基本都已被预订出去了。”谈到“甲滩
粉条”深受市场喜爱的缘由，李祥阳
表示，这与粉条的制作工艺、加工设
备密不可分。
　　“红薯粉条的制作流程包括地瓜
清洗、破碎、渣浆分离、兑酸浆发酵沉
淀、出淀粉、过筛、五级除砂、碟片分
离提纯、离心脱水、和面、漏粉成型、
蒸煮、冷冻、截条、挂杆、冷却、化冰、
晾晒、入库等。”李祥阳向记者详细介
绍着。
　　2021年，青岛润泽农产品专业合
作社引进了红薯粉条加工新设备。

“有了这套新设备，我们就省了制作

流程中的‘晾晒’环节。生产出的湿粉
条进入冷库冷冻后，出库就能直接烘
干，缩短了制作时间。”李祥阳表示，
这有效解决了过去“自然晾晒粉条需
看天气”的卡脖子难题，更加利于粉
条的储存。
　　“在红薯淀粉提取技术方面，我
们采用酸浆提取技术，提取的淀粉最
大程度保留了红薯中的营养成分。”
李祥阳说，从淀粉提纯到粉条生产加
工，新技术结束了粉条中添加明矾的
历史，做出的粉条更加筋道、爽滑、
可口。
　　“目前，我们合作社能提供固定
就业岗位60个左右，每年秋季忙时还
能提供临时就业岗位150余个。”李祥

阳告诉记者，青岛润泽农产品专业合
作社红薯粉条加工车间的工作人员
都是甲滩村及附近村的村民。
　　据悉，2021年2月，泊里镇创新采
取“合作社+党支部+农户”的订单收
购模式进行红薯种植，农户种植红薯
每年每亩地可收入2400元左右。该模
式既为合作社解决了红薯原材料的
收购来源，又增加了农户的经济收
入，打开了泊里镇农业产业振兴发展
的新格局。

　　由于红薯淀粉、红薯粉条在生产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废渣，为对
这些废渣进行合理开发利用，2021
年，青岛润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在泊
里镇的大力支持下，投资750余万元
新增“新区农产品加工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项目”。2023年5月，该项目正式
启动，由合作社与青岛和协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研究开发农用微
生物菌剂。
　　据介绍，利用粉条加工产生的废
水、废渣经过酶解发酵，研发出来的
农用微生物菌剂不仅能直接补充土
壤微生物，还能补充微生物营养，实
现长效安全松土。目前，农用微生物
菌剂已投放市场2000吨，受到市场普
遍认可，也为泊里镇实现农业垃圾零
污染作出了有益探索。

　　李祥阳向记者介绍“甲滩粉条”。

 “甲滩粉条”名气响 
产品远销国内外

 研发微生物菌剂 
废渣实现再利用

　　□文/图 本报记者 丁霞

　　成立于2011年的青岛润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位于泊里镇甲滩村，是一家专注于粉条制作、工艺提升、废物利用的合作社。其生
产的红薯粉条被称作“甲滩粉条”，在当地颇负盛名，产品也远销海外；而其利用生物技术对红薯废渣的再利用也多次被同行取经。
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泊里镇践行农业产业发展新理念、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新模式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泊里镇积极为青
岛润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搭建平台，利用生物技术实现农业废弃物向有机肥的转变，打造“无废乡村”试验基地，实现农业垃圾零污
染，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循环之路。

　　□本报记者 周莹

　　逢年过节点上红色蜡烛，是不少
西海岸新区市民儿时的美好记忆。印
着烫金大字的大红蜡烛，既洋溢着节
日的喜庆，也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
的向往。在王台街道韩家寨村，至今
仍保留着传承两百多年的手工制蜡
工艺，这里的红蜡已成为一种极富地
方特色的民俗文化用品。
　　在韩家寨村，每年一到农历冬月，
就有不少村民开始忙着制作传统的红
蜡烛。据悉，韩家寨红蜡制作历史悠
久，早在200多年前的清朝，村里的先
辈就开始以制蜡卖蜡为生，代代传承。
  割苇子、缠棉花、蘸蜡油、烫碗、
上皮子……韩家寨红蜡从选料到制
成，一套流程下来需经过二十多道工
序、匠人一百多次反复操作。
　　做蜡烛时，需先选芦苇秆——— 笔
直的秆可直接缠上棉花，制成芯子；

弯曲的秆则要先用酒精灯的外焰进
行烘烤，将它捋直，再缠棉花、制芯，
这样能确保制成的蜡烛不弯曲。

　　蘸蜡油环节即把芦苇芯子插进
蜡油里，芯子上沾满一层油，拿出晾
干后再蘸油……如此反复，蜡烛变得

越来越粗。多次蘸油后，一根根粗细
均匀、长短一致的蜡烛就成形了。
　　所谓“烫碗”，一方面是为了让
芯子裸露出来，另一方面有了如此
类似碗的空间后，蜡烛燃烧时就不
会漏油。烫碗结束，该给蜡烛着色
了。着色用的材料为石蜡和洋红粉，
把二者搀在一起加热后就成了通红
的液体，将其均匀地浇在白蜡身上，
一根全身红彤彤的蜡烛就做成了。
　　为了使蜡烛更加好看，匠人往往
要在上面用金粉写上楹联。楹联红底
黄字，金光闪闪，寓意家人世代安康
如意，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用。
　　每一种民间文化都有其独特旺
盛的生命力，韩家寨红蜡也是如此。
它就像梅花一样凌寒绽放，造福一
方，源远流长。韩家寨人坚守“传统老
手艺不能丢”的信念，把这门制蜡工
艺传承了下来，希望以红蜡为载体，
为更多人送去吉祥和祝福。

手工制红蜡，匠心传民俗

　　 红彤彤的蜡烛充满了浓郁的喜庆氛围。（本报资料照片）

粉条味道好，废渣也是宝

 采用新型设备 
粉条品质更高

传统制蜡手艺在王台街道韩家寨村已传承了两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