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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蜂不仅辛苦，还考验养蜂人
的技艺。让我自豪的是，“中国科
学养蜂创始人”“中国养蜂大王”华
绎之就是从我们荡口走出去的，他
创建华氏农场，首创中国活框式标
准蜂箱，设计制造“华氏蜂船”，推
行巡回放养法，开设养蜂训练班，
为中国科学养蜂事业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荡口华氏养蜂技艺传承有序，历
经百年一直延续至今，到了我已经是
第五代传人。这门技艺在2010年入
选无锡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技艺类项
目。这些年来，蜂王品种、养蜂技艺
和养蜂工具等都有了升级，以前取蜂
王浆的台基都是手工用蜂蜡做的，费
时费工还容易坏，现在换成了塑料材
质的台基，省事不少；再加上现在有
针对蜂螨等病症的药物，蜜蜂的健康
也可有保障。在科学养蜂下，上个世

纪70年代3人一组只能养10箱蜂，
现在一个人就能养四五十箱，蜂王浆
的产量也从以前的一箱蜂产两三斤
提升到15斤甚至更多。

如今，蜜蜂养殖遇到了瓶颈，较
年轻的养蜂人都年逾五十了，队伍
老龄化严重，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
学习养蜂技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
下，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带着传统工
艺酿制的蜂蜜参加各种节庆活动、
非遗展示等，还到外地推广，希望能
让更多人了解养蜂技艺，也让蜂文
化得以弘扬和传承。养蜂的社会价
值很大，一方面，蜜蜂的许多产品都
是营养丰富的天然食品，也是医药
工业的重要原料之一；另一方面，养
蜂业和农业关系密切，是植物授粉
的重要来源之一，我希望政府、社会
多多关注养蜂事业，通过农企合作、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等多种模式，把

“小蜜蜂”做成“大产业”。

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微信号：jn88300000

光是看着这群小家伙就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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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百花争艳，桃花、油菜花、槐花等相继盛开，蜜蜂徜徉其间采百
花、酿甜蜜。在鹅湖镇圆通村一处养蜂基地里，一排排蜂箱在树荫下整齐摆
放，蜂箱里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出于对蜜蜂的喜爱，荡口养蜂技艺的第
五代传人、60岁的养蜂人钱建华已与蜜蜂相伴近30年，每每看到漫天飞舞采
花酿蜜的蜜蜂和集满蜂蜜的巢脾，他的脸上就会不由自主地溢出笑容。

每年春暖花开，对我们养蜂人
来说就是开启了一年的忙碌。这段
时间有几个主要的花季，比如油菜
花、槐花、栾树花等，一直要从4月忙
到9月底。

现在，我固定饲养20箱蜂，每个
蜂箱里有5万只蜂，这些蜜蜂每天早
上自己飞出去采蜜，吃饱了就飞回
来。蜜蜂可以采集方圆3公里内的花
蜜，只要观察一下它们在蜂场上方转
了几圈，就能知道它们会飞多远，转1
个圈差不多是500米路，转4个圈就
是2公里路。我可以通过蜂箱门口蜜
蜂飞行姿态、活动状况判断出蜜囊、
蜜源情况，如果蜜蜂飞起来肚子那边
往下沉了，说明蜜囊里吃饱了，回来
的蜂如果有八成是这样的，说明外面
的蜜源很丰富，可以两天打一次蜜；

如果蜜蜂飞得很勤，但是肚子却平
的，说明没怎么采到蜜。

养蜂人还必须当好蜜蜂的“医
生”。每天一早我都要检查一遍蜜
蜂的健康状况，发现问题及时治
疗。养蜂时蜂蜜取多少、留多少非
常重要，不能不取、也不能全取，每次
取蜜的时候都要适当留部分蜂蜜，
以防天气变化，蜂群缺乏饲料。对
蜜蜂来说，它们的食物就是蜂蜜和
花粉，蜂蜜相当于饭，花粉就是菜，一
箱蜂一年起码要吃掉四五十斤花
粉，但可以产出四五十斤蜂蜜、15斤
蜂王浆。当然，蜂蜜、蜂王浆的品质
同科学的饲养方法密切相关，比如，
蜂王的选择和管理影响蜂群的状况
和生产能力，要选择采蜜能力强、产
卵能力强的蜂群作为种群进行蜂王

培育，还有就是最好在晚秋育成新
王，以控制来年春天蜂群分蜂。

别看养了这么多年蜂，我的手
还是经常会被蜇，不过早就习以为
常了。在我眼里，有关蜜蜂的一切
都是生趣盎然的，每天照顾这群可
爱的小家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就
算被蜇也是“甜蜜的痛”。哪怕什
么事都不干，泡杯茶坐在边上看着
它们飞进飞出都很开心，更不用说
它们每天辛劳采蜜、酿蜜，为人们
带来了蜂蜜、蜂胶、蜂王浆、蜂花粉
等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我是土生土长的鹅湖镇圆通村
人，小时候，我经常跑去蜂场看人养
蜂。看着蜜蜂飞来飞去采蜜很有意
思，偶尔尝到一口甜甜的蜂蜜开心得
不得了，于是在心中埋下了一颗长大
后要养蜂的种子。1995年，我拜养
蜂场场长俞春林为师，正式学习养蜂
技艺。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我像海
绵一样吸收着养蜂技术，空下来就翻
看专业书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
下，在养蜂方面渐渐得心应手，一晃
到现在，和蜜蜂做伴已近30年了。

养蜂有“一年木匠三年蜂”的说
法，因为养蜂技艺是一门涉及面广、
系统性、知识性、实践性强而较难掌
握的技术。我跟着师傅学了3年，
从8箱蜂养到50箱，这才开始独立
去外地放蜂。春夏秋冬、自南向北，
养蜂人要辗转各地追逐花期，采用
合适的方法在合适的时机采集蜜

蜂。养蜂的收入虽然比厂里干活要
高一些，但很辛苦，也得靠天吃饭，
哪怕花开得再好，一下雨可能就没
有收获了。

1998年4月底，我第一次从村
里出发，先到吉林蛟河采椴树蜜，7
月到满洲里采油菜花蜜，8月到内蒙
古库伦旗采荞麦蜜，9月底10月初
回到常州金坛采茶花蜜……一年中
大半年时间都在各地漂泊，直到12
月底才回到家里。以前条件简陋，
放蜂要一路搭车，到一个地方就搭
个棚子“安营扎寨”，很多时候就住
在荒山野岭。在山沟里一个人风餐
露宿，辛苦也寂寞，可没有现在年轻
人一路旅行、沿途露营这么轻松。
野外常会有各种意外和危险，在吉
林住在原始森林旁边，我曾看到过
黑熊，幸好生着火堆，黑熊没有靠
近；我也曾在途经黄河大桥时亲眼

目睹蜂友遭遇车祸，没有经验的养
蜂人把蜂棚搭在前面，蜂箱放在后
面，后车追尾撞上来，人被蜂箱挤压
酿成惨剧，类似的意外每年都会发
生。但沿途也会看到很多没有看过
的风景、遇到很多温暖，特别是有些
林场很照顾我们，燃料没了、食物短
缺了，一个电话就给我们送来。

一个蜂棚、几十箱蜜蜂就好像
是一个移动的王国，我把蜂棚扎在山
林、草原、村边，跟着蜜蜂沿着花的足
迹迁徙……就这样在全国各地跑了
8年，直到2006年父亲重病住院，我
收到兄弟的通知才从外地匆忙赶
回。父母年纪大了，一直为我提心吊
胆，我决定不再外出放蜂。但养蜂又
是我割舍不下的事业，我就减少了蜂
箱数量，在家固定养蜂，这样也能多
陪陪家人。现在，我白天养蜂，晚上
当保安，一样快乐又充实。

差点和黑熊“亲密接触”

与蜜蜂相伴30年

养蜂人酿造“甜蜜”事业事业

希望能把养蜂技艺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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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记录时代浪潮下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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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您自己的、熟人的精彩人
生故事线索，一经采用，给
予报料奖励。

本报讯 今年5月是第四
个《民法典》宣传月，主题为

“美好生活·法典相伴”。记
者昨从宜兴市司法局了解
到，近年来，宜兴市立足“服
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民
生”要求，在省内率先创新构
建村（社区）法律之家，“群众
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
哪里”，致力打造群众“家门
口”的公共法律服务窗口“宜
兴样板”。

“以前咨询法律问题要
跑远路去镇上或者市里，对
于我们老年人来说确实很不
方便，现在村里有了法律之
家，随时都能在家门口享受
法律服务。”近日，在芳桥街
道金兰村新投用的法律之家
内，居民徐洪新感慨说。据
了解，金兰村是典型的农业
村，辖区内近400户农户将
2780亩土地以承包权入股，
村里成立合作社统一经营过
程中，因土地流转、农田灌
溉、秸秆焚烧、农具租赁等矛
盾纠纷成为村内常见问题。
对此，法律之家有效发挥了
指导作用，针对合作社经营
期间的产品销售、农机买卖、
合同签订等方面做好法律保
障，维护了村民合法权益。

不仅在金兰村，从2022
年开始，村（社区）法律之家
就在宜兴织起了一张纵横交
错的“解纷网”，实现群众法
律需求“一站式”解决。截至
目前，宜兴市已在 151个村
（社区）建立法律之家工作
站，打造“老兵”“家事”“紫
砂”行业特色调解室17个，受
理矛盾纠纷 13000 多件。

（甄泽）

宜兴“法律之家”
服务遍及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