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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胶白上市，每棵涨价20元
720万棵胶白已被抢订600万棵

本报青岛 11 月 21 日讯

(记者 赵波) 近日，记者从

胶州大白菜种植基地了解到，

一周内胶白将大量上市，每棵

单价在 30-60 元，较去年涨了

20 元左右。整个胶州生产的
720 万棵胶白，已经被订购出

去 600 万棵。

11 月 19 日上午，在青岛

胶州市胶莱镇南王疃村的大

白菜种植基地，44岁村民孙金

成正在菜地里查看即将收获

的大白菜，丰收的喜悦挂在脸

上。

“我种了10亩胶白，今年

光此一项就纯收入6万块钱。”

孙金成告诉记者，其实一亩地

只有60%的白菜能贴上商标，

被称作胶白，其余的都要按普
通白菜来计价。

今年胶州市大白菜的种

植面积为6万亩，认定基地面

积6016亩，有34家基地在生产
“胶州大白菜”，预计生产胶州

大白菜720万棵。在订货会上，

来自北京、上海和青岛当地的

40余家商家中有20多家签订

了订购协议，600万棵大白菜
已经被订购。

“我们去年买了1000箱，

销售情况非常不错，今年我们

准备订购 3000-5000 箱。”来

自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公司的

周经理向记者介绍说，他们想

用胶州大白菜给员工发福利。

胶州市副市长丁继恕说，

“胶州大白菜投入比普通白菜
更多，产的量也不大，因而价

格每颗在30元到60元之间是
合理的。”

胶州市大白菜协会的农

艺师李正家认为，胶州大白菜
受到热捧，与前期的韩国泡菜
危机没有任何关系。一方面是
胶州大白菜菜叶中含有大量

水分，并不适合做泡菜；另一
方面胶州大白菜的生长周期
与韩国制作泡菜的季节也不
符，因此他认为今年大白菜的

抢购背后

还是跟

市场的需求有关。

胶州生产的大白菜分两

种，一种是能贴商标装进礼盒

的，被称作真正的胶州大白

菜，俗称“胶白”，一般按棵销

售，两棵一箱；另一种是不够

条件不能贴胶州大白菜商标

的，只能按照普通白菜按斤销

售，“胶州的白菜按说都应该

叫胶州大白菜，但是一亩地只

有60%的能贴商标，成为真正

的胶白。”李正家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

脐带血的作用

不可替代
本报济南11月21

日讯 (记者 邢振宇 )

保存脐带血被称为
“生命备份”，是新生

儿带给人类的厚礼。

脐血真的有这么重
要？近日，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华医学会副
会长陆道培在参观考
察山东省脐血库时表
示，“脐带血在医学方
面的贡献是不可替代
的！”

11月9日，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
副会长、血液学会主任
委员、造血干细胞专家
陆道培来到山东脐血
造血干细胞库进行实
地参观。

在参观山东省脐
血库实验室时，陆道培
院士表示，实验室可以
说是达到了世界水平，

设备基本和北京脐血
库一样，甚至更先进。

“十几年实践经验已经

证实了脐血的作用是
非常广泛的，是脐带根
本无法比拟的。目前脐
带的应用都只是在前
期科研阶段，很不成
熟。脐带血的作用是无
法替代的！”

据了解，以前市民
一般都把新生儿残留
在脐带和胎盘中的血
液，也就是脐血丢弃，

而如今，它却成为了可
以治疗淋巴瘤、白血
病、地中海贫血等70多
种病的“救命血”。山东
大学教授沈柏均表示，

脐带血保存和临床应
用技术都已经过了十
几年的实践证明，逐步
成熟。脐带血应用前景
十分广阔。

专家认为，给孩子
储存脐带血的机会一
生只有一次，因此及时
储存等于在“生命银
行”给孩子和家人存了
一次“生命备份”。

“人要调休，文物也要休息”

今天省博新馆闭馆休整，文物展项“享受黑暗”

本报济南11月21日讯(记

者 乔显佳) 22日，开馆近

一周的山东博物馆新馆，将

迎来开馆之后第一个“休息

日”。山东博物馆提醒观众，

看好开馆的时间，避免跑冤

枉路。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省文物局局长谢治秀20日告

诉记者，周一闭馆，是全世界

博物馆的通用惯例。经过一
个周的运营，博物馆将闭馆

休整。

“其实不光是工作人员

需要调休，更重要的是，陈设

的重要文物也需要休息，如

果光工作不休息，将对文物

保护产生不利的影响。”谢治

秀说。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

需要，博物馆选用不产生热

量的光纤灯、LED灯照明，

避免因长时间照射而改变

展柜中的温度，同时尽量减

少紫外线对于文物本身的

伤害。

博物馆周一例行闭馆之

后，工作人员将对馆内的灯

光照明设备进行全面的检

修，在此期间，展厅内基本杜

绝光线，部分文物又回到“熟

悉”的黑暗中。

尽管山东博物馆使用高

标准照明设备最大程度地杜

绝了光线对于文物本身的伤

害，但类似的定期休整仍很

有必要。除了照明，观众一周

来的呼吸将改变博物馆内的

温度、湿度，对文物本身会造

成一定影响，闭馆一天有利

于文物调适、休息。

由于展览条件的改善，

使得大量常年存在原省博库

房中的重要文物，如明鲁王

的九瑠冕、漆绘大箱子、鲁王

的衣服，以及美丽的东平壁

画……得以与普通观众见

面。而在以前，就是在省博工

作十几年的工作人员也未见

过这些珍贵文物。

新馆开馆之后，展柜恒

温恒湿，展厅内保持相对的

弱光，保证了文物展陈的基

本条件。出于保护这些文物

的需要，观众在参观山东博
物馆时，应该自觉关闭照相

机、手机等拍摄器材的闪光

灯。

21日，尽管济南刮大风，

但人们参观山东博物馆新饭
的热情依然高涨。当日共接

待观众11304人次，略低于20

日，但仍然超出设计日接待

量5000人次一倍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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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1月21

日讯(记者 乔显佳)

山东博物馆11月16日
正式开馆之后，观众踊
跃参观，日接待观众数
量一直在高位运行。但
一些市民反映，因为博
物馆南门前的经十路
上没有过街天桥，让一
些乘公交前来参观的
市民倍感不便，希望早
日架设过街天桥。

记者21日从千佛
山医院站乘115路车前
往山东博物馆采访，在
博物馆南门对面的“下
井村站”下车后，需要
穿过经十东路才可以
到路北的博物馆参观。

而无论从前面路口还
是后面路口绕道，都需
要走十几分钟才行。尤
其穿马路时，由于绿灯
较短，走了一多半变成
红灯，耳边听到汽车“呜
呜”的开动声，不由得感
到有些慌乱。一位参观
博物馆的观众表示，青
年人尚且如此，若是老
年人或者儿童过马路，

存在很大的危险性。

多名市民向记者反
映，“下井村”这个站名
一不留心就走过了，而
人们又不易与“博物馆”

联系起来，如果改成“山
东博物馆站”或者“文博
站”，将更加方便群众。

新省博周边交通不便

观众呼吁设过街天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