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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
杰

大家对香甜的蜂蜜和勤劳
的蜜蜂并不陌生，可养蜂人却极
少走进我们的视线。这份看起来
甜蜜的事业背后有多少艰辛，蜂
蜜、蜂王浆等产品又是如何生产
的…… 6月 14日，记者来到李
沧枣山下的一处养蜂人的扎营
地，探访老家安徽黄山的养蜂人
汪建华夫妻俩的养蜂生活，听他
们聊聊养蜂的酸、苦、甜和心愿。

追着花跑的“甜蜜事业”
记者走近枣山脚下的养蜂人，探访幕后的艰辛及蜂蜜如何诞生

▲

汪建华向半岛记者展示
封口蜜。

酸 追着花跑家人难相聚

在李沧区枣山的山脚下，一个简易
的篷布搭建的小屋里，住着一对养蜂人，
61岁的汪建华和56岁的曹巧娟，夫妻俩
老家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郑村镇西村。今
年5月初，夫妻俩带着全部家当100箱蜜
蜂来到青岛，在环境优美的枣儿山安营
扎寨。“枣山上槐花多，能酿出一等蜜，现
在槐花花期过了，山上还有很多野花可
以采，不过再有一场雨，我们就又要走
了。”汪建华说。
像这样的奔波，老两口每隔一两个

月就要上演一次。今年3月底从安徽老
家出来后，夫妻俩先带着蜜蜂去了江苏
盐城采油菜花，然后又到潍坊临朐，在槐
花盛开前来到青岛，简短停留一个多月，
又要赶回临朐，那里漫山遍野的荆条花
即将开放，又可以迎来短短几天的产蜜
高峰期。“我们追着花跑，一年里从3月
底开始到11月都在外面，一家人聚少离
多。”汪建华说。
记者了解到，汪建华养蜂已经30多

年了，这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家族产业，
“从俺父亲起就开始养蜂，我们兄弟四人
里有三人也养蜂，我的大儿子也养蜂好几
年了，现在带着蜜蜂在日照。”汪建华说，他
开始养蜂时，只有一个2000多只蜜蜂的蜂
板，如今已经繁衍出了100箱蜜蜂，按照每
个蜂箱4万多只蜜蜂计算，这400多万只蜜
蜂就是他30年来的全部心血。

苦 一年奔波好几万公里

住在大自然里，周围花香四溢，身边
蜜蜂飞舞……这样的生活看起来自由惬
意、令人神往，但实际上却并没有看起来
那么轻松。“养蜂很苦，偷不得懒的。”曹
巧娟告诉记者，每天早上他们天刚亮就

要起床，先检查蜂箱、蜜蜂的安全，在蜜
蜂飞出去采花粉前，给蜜蜂除蜂螨，然后
就要挨个蜂箱检查蜂板、取蜜、更换蜂板
等，一直忙到晚上蜜蜂回巢才能够休息。
除了采蜜的活辛苦外，生活条件的

简陋更让这种劳作增加了几分艰苦。记
者看到，汪建华夫妻俩的住所就是一个
几根木棍撑起来的简易窝棚，还不到正
午时分，窝棚顶部的篷布就已晒得烫手，
屋里也比较闷热。吃喝也不方便，每天汪
建华都要走几百米到附近一家工厂里挑
水，供应一天的用水，做饭就用支在门口
的小型煤气灶。“以前交通不便，每次换
地方搬运蜂箱都是个大问题，而且吃住
条件也很差，做饭靠烧柴，照明只有一根
蜡烛。不过，有幕后的苦，才有蜂蜜的甜
嘛。”汪建华笑着说。
对于这些苦，汪建华这些年早已习

以为常，他告诉记者，养蜂这些年他的足
迹遍布内蒙古、吉林、宁夏、北京、河北、
江苏、山东等地，每年的采蜜季他都要跟
随花期更换地方，粗略计算一下，一年下
来奔波的里程就好几万公里。
也正是由于住在野外，养蜂的危险

性也增加了不少。汪建华说，多年前的一
次意外让他至今心有余悸。当时他在辽
宁省一处河谷扎营，尽管养蜂地艳阳高
照，但上游一场雨后，河谷里突然暴发山
洪，他和老伴幸运地跑到了安全位置，但
蜂箱却损失严重。

甜 靠养蜂抚养俩娃长大

有一分付出，就有一分回报。这也是
年过六旬的汪建华一直坚持养蜂的动力来
源。他告诉记者，盛花期一个蜂箱一天能产
约10斤蜜，全年算下来能产几千斤蜂蜜、
约一千斤蜂王浆，再加上蜂蜡、蜂胶、花粉
等副产品，劳作一年夫妻俩能纯收入五
六万元。正是靠着养蜂，夫妻俩把两个儿
子抚养长大、成家立业，还有3个活泼可
爱的小孙子绕膝，两人已经很知足了。
汪建华戴上遮阳帽起身到蜂箱前更

换蜂板，记者也大着胆子跟他走进蜜蜂
群中，这些蜜蜂嗡嗡从耳边飞过，好几次
还撞到记者的脸上、脖子上、腿上，好在
它们忙着采蜜“针下留情”，没有蜇到闯
入它们领地的记者。站在整齐排列的蜂
箱前，记者看到，汪建华挨个蜂箱打开检
查，每当拿出一个蜂板时，只抖动几下就
掉下一团蜜蜂，再用毛刷轻柔地刷几下，
把蜂板上剩余的蜜蜂赶走，这样才能看
清蜂板中储存蜂蜜的情况。而取蜜时，就
把蜂板放到铁桶状的摇蜜机里，利用离
心原理将蜂蜜甩出，沉淀到桶底。
然而，有一种蜂蜜却无需用到摇蜜

机，汪建华介绍，这种蜂蜜叫封口蜜，是
蜂蜜中的一等蜜，“蜜蜂在蜂箱里产蜜也
有私藏的小粮库的，它们在蜂巢里吐蜜
后，蜜里的水分蒸发，蜜就会减少，蜜蜂就

会又吐蜜。经过一次次重复后，蜂蜜的浓度
会变得很高且不再蒸发，蜜蜂就会用蜂蜡
把蜂巢封起来。”汪建华说，封口蜜的名称
也由此而来，这种蜜又香又浓，能够长时间
保存，而且价格是普通蜂蜜的好几倍。

愿 余生还想与蜜蜂为伴

照顾完外面的蜂箱后，老两口又回
到窝棚里，戴上老花镜和头灯，一边与记
者聊天，一边低头用又小又细的吸管挨
个探入密密麻麻的蜂巢中，他们在进行
的这道工序叫做移虫。曹巧娟介绍，蜂巢
中每一个小格里都有一只米粒大小的蜂
王蛹，他们需要挨个把它们转移到特制
的蜂板里，然后分散放到各个蜂箱中。这
样，蜜蜂就会往每个蜂巢中储存蜂王浆，
来喂养这些蜂王蛹长大。隔三四天后，养
蜂人就会把这些已经储存了蜂王浆的蜂
板取出，先用水雾喷洒蜂板表面，然后用
刀子割掉蜂巢入口处起保护作用的蜂
蜡，再用镊子挑出蜂王蛹，用特制的工具
把每个蜂巢里的淡黄色的半固态的蜂王
浆挖出，一滴一滴汇聚起来，才是蜜蜂辛
勤劳作的极品——— 蜂王浆。
在夫妻俩住的窝棚里，记者看到有

几个体积硕大的厚实铁桶，汪建华告诉
记者，桶里装的都是蜂蜜和花粉。他拿出
一瓶黄褐色的花粉介绍，这种花粉是蜜
蜂从茶树上采来的，由于茶花产的蜜吃
起来发涩口感不好，因此蜜蜂也很少用
这种花粉产蜜。“这种茶花粉多用来喂养
蜜蜂，同时人服用也可以美容、提高记忆
力，并对前列腺有好处。”汪建华介绍。
而说起对青岛的印象，老两口都赞

不绝口，曹巧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连续
十几年来青岛采蜜了，而且尤其偏爱李
沧，“李沧的山头多，各种花朵，环境也
好，产蜜量比较大。”曹巧娟说，尽管他们
十分喜欢青岛，也对养蜂充满了热爱，但
可能以后也不常来了，老两口打算再干
几年就“退休”。“到那时候退了休，也还
会在老家里养几箱蜜蜂的，陪伴了一辈
子已经离不开了。”汪建华说。

妻子曹巧娟正在取蜂王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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