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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刚过完春节，浙江大学服务泰顺省
团队科技特派员尹兆正、汪自强、马有智又自行驾车
七八小时，为中华蜂保护区建设及中华蜂种蜂场建
设等事项，赶往泰顺指导。

2013 年，浙江大学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统一要
求和部署，精心组建了“浙江大学服务泰顺畜禽高效
生态养殖省团队科技特派员”，尹兆正副教授担任首
席专家，团队成员包括汪自强教授（全国优秀教师、
浙江省突出贡献科技特派员）、马有智副教授、董信
阳助理研究员等6人。

六年来，为了泰顺的中华蜂产业，尹兆正、汪自
强等不停地奔波于杭州与泰顺之间。六年的坚守，
中华蜂成为了泰顺蜂农们养殖增收致富的“聚宝
箱”，“一瓶蜜”也成为了泰顺县重点发展的农业五大
主导产业之一。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他们引领
着泰顺蜂农们走上了一条甜蜜致富之路。

传经送宝
泰顺“蜂农”脱胎换骨成“蜂王”

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徐宅村的严立超，如今都称
他为“蜂王”，但在十多年前，这位泰顺小伙还是个文
化程度不高、在养蜂路上到处磕碰的普通蜂农。

中蜂蜜因为成熟度高，风味好，加上当今社会崇
尚原生态的“土”产品，备受市场青睐。据悉，目前浙
江地区中华蜂蜜的价格是洋蜂蜜（又称意蜂蜜）的3~
5倍。泰顺生态环境优越，中华蜂作为泰顺县的唯一
蜂种，生态和资源优势明显。严立超从2001年开始
饲养中蜂，虽然每天起早摸黑干活，但因为繁育和饲
养技术跟不上，从产量到抗病一直都没有起色。“每
年光是去外地买蜂种就得花去10多万元，根本挣不
到钱。”严立超说，“后来听说县里来了浙大教授，想
不到这么接地气。”

2010 年，在泰顺万排乡担任省科技特派员的汪
自强获悉严立超的蜂场效益不好，决定主动上门调
研和指导。汪自强还请来浙大养蜂专家，一同筛选
优质蜂种，手把手教严立超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
宜，将浙大的现代养蜂技术和成果“嫁接”到本土，帮
助他改造蜂箱并获得国家新型专利，指导他怎样培
育种蜂、分箱、防治病害等，并且动员他申请蜂蜜产
品SC认证。在汪自强的帮助下，严立超的养蜂产业
慢慢壮大。

2013 年，浙江省第二轮团队科技特派员进驻泰
顺。浙江大学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统一要求和部
署，精心组建了“浙江大学服务泰顺畜禽高效生态养
殖省团队科技特派员”，成员分别来自动物遗传育
种、饲料营养、兽医防疫、生态饲养和产品加工等多
个学科专业。团队的进驻和指导服务，让泰顺的中
蜂养殖又有了质的飞跃，严立超的养蜂技能、理念和
思路也脱胎换骨，不仅事业又上了一个台阶，他还成
为了文成泰顺地区名副其实的“蜂王”。

据悉，由于中华蜂整齐度不高、良种繁育体系薄
弱、易受外来品种（意蜂等）侵袭、疫病（中蜂囊状幼
虫病、欧洲幼虫腐臭病等）威胁大以及标准化程度不

高等原因，泰顺乃至整个温州地区此前尚无一家中
蜂良种繁育场，严重影响中华蜂良种的推广和覆盖
面。

严立超之前一直用传统方法繁育土蜂，对核心
群组建、品系选育和集团闭锁繁育等现代育种技术
和方法基本没有概念。为了解决良种化这一当地中
华蜂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团队发挥技术
特长，调动专业资源，在核心种质提升、蜂种改良及
高产种群建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从种蜂生
产、人员培训、实验室建设、产品研发等方面给予技
术指导，帮助严立超建立种蜂场，开展种蜂提纯和选
育，实施蜜蜂孵化园项目。

“以前一箱蜂产蜜不到5公斤，现在一箱能产到
17.5 公斤。”育种改良技术的应用和提升，使得严立
超养蜂经济效益得到了大幅提高。据了解，目前该
蜂场已经获得生产经营许可，成为温州市首家中华
蜂种蜂场，为泰顺县中蜂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团队还帮严立超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联农”牌，
并在企业品牌提升上持续发力。“联农”牌土蜂蜜不
仅取得蜂蜜食品SC认证证书，2016年还获浙江省著
名商标、浙江省名牌农产品称号，2017年获浙江省蜂
产品十大名品、浙江省名牌产品，2018 年获“浙江省
土蜂蜜十大品牌”等。

因地制宜
精准扶贫造就徐宅“甜蜜村”

浙大团队科技特派员不但让严立超脱胎换骨，
还将其所在的司前镇徐宅村打造成了“甜蜜村”。如
今，在团队的精准帮扶下，徐宅村中蜂产值占了泰顺
县近一半。

“中蜂养殖被誉为‘空中农业’和‘搬不走的生财
银行’，具有投资小、见效快、效益高、无污染等优势，
能达到‘十箱万元’的产出效果，在实施乡村振兴和
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尹兆正
告诉记者。6年来，团队运用专业知识帮扶指导泰顺
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中华蜂养殖成效显著，有力推动
了当地蜂产业快速发展，中华蜂产业也成为泰顺山
区低收入群体增收的“聚宝盆”。

6 年来，团队邀请浙江大学蚕蜂研究所、浙江省
蜂业协会等单位专家，为泰顺年均开展农业技术培
训3~5次，共培训2500人次，内容包括中华蜂高效生
态养殖技术、中华蜂主要病害防控技术、中华蜂四季
生产操作要点、中华蜂种蜂繁育技术等。团队不断
探索让农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技术培训方
式，既有理论，又有实训。泰顺周边温州文成县，丽
水景宁县、龙泉市的许多蜂农和技术人员都慕名到
基地学习培训和实地交流。

在团队指导下，司前镇还成立百花蜜蜂专业合
作社。据悉，该社目前拥有社员132人、年产中华蜂
5000 箱，是浙江省规模最大的中华蜂养殖示范基
地。2018 年该社实现产值 3000 万元，利润 1200 万
元。合作社积极开展养蜂产业的培训、指导、咨询等
技术服务活动，带动周边农户及残疾人500多户，其
中低收入农户300多户，并辐射到周边市县，蜂农每
年保底增收4000元。2017年，合作社建立农民田间
学校，已组织蜂农培训600余人次，2018年百花蜜蜂
专业合作社荣升国家级示范性专业合作社。

“目前泰顺实现了年产中华蜂蜜 60 吨，箱均产
值达2800元，箱均增效800元。”尹兆正说。据悉，在
团队的指导下，泰顺目前建成了中华蜂科普观光园，
实施了“低收入农户圆梦工程——蜂业养殖孵化园
试点项目”，为农户提供中华蜂种蜂、蜂蜜加工、产品

销售及新技术应用等一系列的综合性服务，努力将
中华蜂养殖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相结合，提高农民
收入。2019年3月，在基地徐宅村指导实施的“中华
蜂养殖造就一个‘甜蜜村’——司前百花蜜蜂养殖孵
化园”获评温州市精准扶贫典型案例。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聚焦低收入
群体，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因地制
宜地发展生态绿色产业，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作出
自己的一份贡献，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汪自强说。

锲而不舍
“一瓶蜜”成泰顺主导产业

如今，泰顺中华蜂养殖已逐渐走向规模化、标准
化。在泰顺生态立县、旅游兴县的发展理念下，中蜂
产业也被列入了泰顺的主导产业，在泰顺的绿色产
业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以“一杯茶、一个桃、一瓶
蜜、一棵菜、一根竹”为特色的“泰顺山友”农产品区
域公共品牌正在积极打造中 。

“近几年来，我们从谋划整个县的产业发展出
发，研究起草《泰顺县中蜂产业发展规划》《低收入农
户圆梦工程——中华蜂养殖孵化园试点项目》等项
目。作为科技特派员每年列席泰顺两会时，提出‘打
造中华蜂保护区、发展中蜂绿色产业’等多个有关中
蜂产业发展方面的提案。”在尹兆正和汪自强锲而不
舍的奔走和努力下，泰顺的中华蜂产业工作得到了
政府的高度认可和支持。

2018年，在团队积极谋划倡议下，泰顺县中峰养
殖协会正式成立。“协会的成立，不但在泰顺形成了
中华蜂产业发展的多方合力，同时也让我们团队有
了更好的施展舞台。”尹兆正告诉记者。

2018 年年底，团队另一项重要的“计划”也终于
通过规划。据悉，该规划他们 2017 年就已开始酝
酿。

“泰顺现有养殖中蜂 1 万多群，由于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几乎无外来蜂场转地进入境内。像泰顺
这样一直以来全县无洋蜂养殖的县市在浙江绝无仅
有，在全国也是为数不多的。这一独特的种源结构
为文成泰顺地区建设中蜂保护区提供了绝佳条件。”
尹兆正说，目前为止，浙江省尚无县市级以上的中蜂
保护区，仅有少量乡镇区域性的保护区。因此，团队
联合浙江大学国家养蜂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胡
福良、郑火青等，研究制订了《温州市文泰地区中华
蜂保护区建设规划（2019-2023 年）》，提出中华蜂保
护区建设内容及中华蜂产业发展重点实施工程。

2018年12月14日，该《规划》通过温州市委农办
（农业局）组织的专家评审，为实现中蜂种质资源保
护和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长期保障。

本报记者姚俊英

他们带领山区农民走上甜蜜致富路
——浙江大学团队科技特派员六年服务泰顺县中蜂产业发展纪实

日前，我们来到钱塘江源
头开化县齐溪镇龙门村，这里
地处深山密林，绿水潺潺，于大
自然的怀抱中，也是常年游客
不断的旅游景点。

来龙门村的游客，饮食住
宿首选是“久山半”民宿，这家
民宿远近闻名，电视、报纸等曾
有过多次报道。

我们走进店内，首选映入
眼帘的是墙壁上那一排排“浙
江特色餐饮名店”“浙江省烹饪
名师”“浙江名菜”“金、银、铜
奖”等大小荣誉奖牌多达 15
块，果然名不虚传。让我们更
惊讶的是老板余昌山，1.5米多
的个子，白净瘦小，体重不到50
公斤，真是“人不可貌相”。

37 岁的余昌山，原来家在
海拔 700 多米高的外山自然
村，因家里贫穷，十几岁时就离
开家乡外出打工，在本省台州
市温岭、玉环等地的大酒店做
学徒。他虚心好学，刻苦钻研
厨艺技术，经过十多年的勤学
苦练，从学徒、配菜、管理员一
步步做到厨房总监、大厨、厨师
长，年薪达到20万元。更令人
钦佩的是，余昌山荣获了2010
年台州市烹饪大赛个人赛热菜
项目金奖。

后来，余昌山得知老家要
下山脱贫，他请假回来帮助家
里从高山上搬到山下，在龙门
村安家。看到这几年家乡农村
的环境越来越好，教育、医疗、
污水垃圾处理等都有了很大的
改善，乡村旅游、农家乐等发展
得很快，过去不起眼的青山绿
水，现在可是个“宝贝”了，回来
后父母、妻子小孩都可以得到照应，经过反复思
考，他决定回乡创业。

要放弃外面的高薪回乡创业，父母和妻子说
啥都不赞成，“你回来喝‘西北风’呀，这么偏僻的
山沟里能赚钱养家吗？”可是，余昌山决心已定，
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放弃高薪回乡创业。

2015年，他在当地农商银行贷款20多万元
的支持下，加上自筹资金，共投资120万元，建成
这家民宿，门口的大牌子上写着“久山半——龙
门客栈33号”。民宿分为三层，三楼客房6间，一
楼和二楼主要用于餐饮。

余昌山说，自己种养的菜远远不够，他自从
开民宿的第一天起，就到同村农民那里直接采购
鱼、土鸡和蛋、新鲜蔬菜等原生态食材，从不间
断。既为村民的山货、土特产销路解难，又确保
了饮食质量。有时候，自己起早只到外面集镇买
点肉食。在烹饪过程中，他尽可能保持原汁原
味。由于手艺好，获得了很多回头客。他就地高
山取材，新创了两道“名菜”——黄精炖土鸡、龙
门白腊肉，黄精采自本地高山，是一种名贵中草
药，而白腊肉是用农家土猪肉挂在高山上风干而
来。两道菜都具有很好的口感和营养。据悉，很
多游客都是奔着这两道菜来的。有时候客人多
了住不下，他就把周边的农户也带动起来一起
做。

看着生意越来越好，父母和妻子开心地笑
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帮着买菜、备料、洗切菜等，
妻子还学到了不少厨艺。

2018年，久山半民宿收入达到80多万元，除
去成本和费用，有 30 余万元的净利润。余昌山
高兴地说，这是当地发展绿水青山，振兴乡村带
来的福利。 齐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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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巍巍四明山麓余姚市梁弄镇，每年的4月份，
红如宝石般的樱桃会抢先粉墨登场，紧接着在随后
的七八个月时间里，桑果、蓝莓、水蜜桃、葡萄、冬枣、
草莓等 60 多种水果可让游客尽情地采摘。经过多
年的培育，小小水果已成为梁弄百姓的致富果，这里
也已成为浙东地区名副其实的“百果园”基地。

汪巷水果合作社社长汪国武，是这个大百果园
里的一位辛勤的“园丁”。依靠勤奋和创新，他不仅
自己经营着一个500亩的果园，而且致富不忘乡亲，
把名优水果免费引种给周边村民，无偿传授种植管
理技术，成立合作社，组织大家升级品种、拓展市
场。在他的带领下，昔日一处处杂草丛生的荒坡地
变成了一批批瓜果飘香的“万元田”。在他的推动
下，小水果种植已是梁弄农业的主导产业，近万亩的
果园里，生长着一棵棵老区农民的“摇钱树”。25年
来的孜孜追求，从一亩多的果林发展到近千亩的果
山，从水蜜桃的一个单品到 60 多种名优水果，梁弄
镇汪巷村也从一个贫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远近闻名
的小康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凝聚着汪国武的心血
和汗水。

梁弄是革命老区，山林资源得天独厚。从小山
村走出来的汪国武，显然是个借助本地优势改变山
乡命运的有心人。30年前，年轻的汪国武在外烧窑，
收工后便躲在宿舍里如痴如醉地翻阅农业科技书
刊。正是这种默默积蓄的力量，让他在回到汪巷村
后开启了个人的“水果人生”，以及汪巷村水果的“涅
槃之旅”。

汪国武不愧是一位大山深处的创业者。怀着创
业的美丽梦想，他起早贪黑、辛苦劳作、积极摸索，一
有时间便看书刋、泡论坛、请教专家，只有初中文化
的他，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果种植专家。20多年
里，他打造出一片占地近 500 亩欣欣向荣的“百果
园”。汪国武还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真正的创
业者从来都不应该只是一个独行客——当乡亲们羡
慕他荒山上的桃树硕果累累，也有跃跃欲试的念头

时，汪国武毫不犹豫就答应帮忙。
1992年春，汪国武回到汪巷，在山地上种下100

多株水蜜桃树，开始了他的“水果人生”，也开启了梁
弄镇的“水果之旅”。20多年来，他的果园慢慢扩容。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做创业者
难，当领路人更加难。但正所谓“手握金钢钻，不怕
瓷器活”，为了确保领好路，帮助乡亲们少走弯路，汪
国武自有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把自己的承包地当作
试验田，“任何品种都存在适应性问题，风险我来承
担，试种成功后推开，形成规模效应。”正是有了这颗

“定心丸”，四乡八邻的农户纷纷信心十足地干了起
来。

“60多种水果，国武样样精通，更难得的是，他把
这些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乡亲。”汪巷村党支部书
记陈钧说。

随着一位位乡亲从汪国武这里“出师”，成为种
植水果的行家里手，汪巷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
果特色村。

现在，声名鹊起的汪巷水果产业，开始辐射梁弄
13个行政村，而汪国武也成为梁弄上万亩水果的“总
农艺师”。果农一碰到育种、结果、病虫害等问题，就
会打电话给汪国武。“他是我们果农 24 小时在线的

‘定海神针’。”种植大户郑广文说。
种植面积大了，产量多了，收入如何提高上去

呢？汪国武把梁弄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成立水果
合作社，优化种植品种，规范管理技术，提高市场能
力。汪巷村还成立了科技协会和水果专业培训学
校，组织会员开展经验交流、信息发布、良种推广、水
果种植培训等活动。

如同一个先知先觉的引领者，汪国武总能先人
一步引进热门的水果品种，搭准农业转型的脉搏。
而这背后，是汪国武永远不知疲倦的奔波，不是猫在
果农的田间地头，就是泡在科研院所拜师学艺，抑或
游走在各个市场“探索行情”。

梁弄的水果发展史，就是汪国武不断引入新品

种的过程。高峰时，一年引进台湾水果新品种20多
个。“国武说能种，我们就跟着种。”合作社成员们
说。在汪国武的引领下，梁弄的水果结构持续优化，
提升了种植档次和经济效益。

被誉为“报春果”的小樱桃，晶莹剔透，十分惹人
喜爱。2000 年，嗅到休闲旅游商机的汪国武带领乡
亲们再次转型，扩种改良樱桃，如今梁弄一年一度的
樱桃节已是宁波市重要的农业节庆活动之一。“都不
够游客摘的，根本不用担心销路。”一位樱桃种植户
说。

梁弄镇旅游办负责人说，一颗小樱桃激活一个
大产业，通过推动特色小水果产业基地建设和打造
农业精品线路，梁弄的农旅产业风生水起，果蔬采摘
游在长三角小有名气。

2006 年，汪国武带领乡亲种植经济效益更好的
蓝莓。如今，蓝莓正成为梁弄水果产业新的“增长引
擎”。春夏之交，慕名而来的游客醉心于这些可爱的

“蓝精灵”。
看到果型小的蓝莓卖不出好价钱，汪国武前年

一脚跨进酿酒业，结果蓝莓酿出的土酒也一鸣惊
人。“比洋酒还好喝。”慈溪市的一位企业家每年要订
购20箱，作为企业招待用酒。

“今年自家的蓝莓园采摘收入预计超过 80 万
元，蓝莓酒的产量近1万公斤。”这些天，汪国武忙着
申请“蓝莓酒独特制作工艺”的国家专利，在通过Ｑ
Ｓ认证的基础上，为这种土货“登堂入室”精心做准
备。“产业链越长，附加值就越高，果农的收入还能再
上台阶。”

“完成三个愿望，我可以安心退休了。”汪国武
说，“花 3 年时间改良好梁弄的 5000 亩樱桃，打造从
育种、栽培到深加工的蓝莓产业链，做好 1600 亩桑
树资源的深度开发，做成特色健康产业。”

如今已年过半百的汪国武仍然雄心勃勃，始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奔波在路上……

谢良宏 何黄陈 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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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果园里的辛勤园丁
———访余姚市梁弄汪巷水果合作社社长汪国武

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
道的轩尼诗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前身是绍兴知名企业——
红旗丝绸厂，自 1991 年建厂以
来 ，一 直 从 事 纺 织 品 产 销 。
2004年，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公司开始涉足墙布行业。

作为“布二代”，虽然马列
钢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但从
小就耳濡目染的他还是对做生
意充满兴趣。

毕业回乡后，他从父亲肩
上接过大旗，用年轻人的创新
点子和经营模式，让这家老厂
焕发出勃勃生机。

马列钢刚进入墙布行业的
时候，市场上还没有无缝墙
布。当时，他发现一个问题，墙
布有市场，但是窄幅墙布对不
上花，因为受技术限制，对缝施
工会让胶水溢到布面上，一条
一条的很难看。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马列钢潜心研发，成功推
出了国内首块无缝墙布，在市
场上一鸣惊人。马列钢没有一
味地“争名逐利”去做扩张，而
是选择放慢脚步“修内功”，在
产品研发和售后服务方面下了
很大功夫。经过几年沉淀，于
2016年推出了全新的品牌——
轩尼诗。

“这些年，我们投入了大量
的资金进行原创设计开发，首
先是建立了专业的研发团队，
另外还与意大利、英国以及国
内的一些设计领先厂家建立合
作，积极研发新产品。”马列钢
说，公司坚持以原创扩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的产品优势，每年设计原创花型达 4000 多只。
目前，公司已在全国 3000 余座城市铺设销售网
点，开设近 200 家专卖店，轩尼诗品牌的知名度
也不断提升。

钟伟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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