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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珠镇塘里坑村路边山

岩上，五六个圆桶特别抢眼。这

些木桶挂在山上干什么？我们

还在纳闷，迎面走来了一位肩上

挑着三个同样的木桶的村民。

“ 那 是 收 集 野 蜂 蜜 的 诱 蜂

桶，刚挂上去的时候是空的，过

上十天半月就可以收集到不少

野蜂蜜了，还可以把钻进桶里

的野蜂带回家饲养。”这位村民

叫徐安贵。他早年在外养蜂，

回乡后用这种方法采集野蜂蜜

已十余年。

“我有六个诱蜂桶正安放在

深山老林里，现在拿其余三个

空桶去更换。”徐安贵指指远处

的高山。每年 5 至 7 月份是野

蜂蜜的最佳采收期，他会不定

期穿梭在山里，寻找合适的地

点放置诱蜂桶。

“寻找野蜂是一项技术活。”

徐安贵说，塘里坑村山林植被完

好，一年四季各种野花交替争妍，

蜜源丰富，有着野蜂生存的良好

环境。

野生蜜蜂对栖息场所要求

严格，它们喜欢在既适宜过冬，

又能避暑，还可免受敌害侵袭

的地方安营扎寨。有的野蜂穴

居树洞里，有的安家在山崖石

缝下，有的蜗居在被老鼠废弃

的地洞中。

根据气候和蜜源条件，野蜂

的自然分蜂盛期多在春夏季，

把诱蜂箱安放在野蜂喜欢的栖

息场所，才能吸引野蜂在里面

“安家落户”。

徐安贵和哥哥对蜜蜂的生

活习性颇有研究。他们能根据

蜜蜂飞行的方向找到蜂窝，还能

对落在岩石和树叶上的蜜蜂排

泄物辨别出蜂窝在哪个方向，还

能通过工蜂蜂王出穴发出的声

音找到蜂窝。

“野蜂采的都是山里的野花

蜜，很天然。”徐安贵说，野蜂蜜的

颜色稍带橙黄色，细闻时有种花

香的味道，每公斤售价在 200 元

—300 元之间。徐安贵平时上

班，趁闲时隔段时间到山上换换

蜂桶，就可坐享其成。不用外出

推销，野蜂蜜就被上门客抢购一

空，他每年可以靠这份“闲职”多

收近万元。

山上挂空箱 野蜂把蜜酿
象珠塘里坑村村民坐等“蜂”收 每年多赚上万元

说到百合，很多人的脑海里

闪现的是它亭亭玉立的姿态和

沁人心脾的香味。在唐先镇长

川村 83 岁老人施祖祥的眼里，

一颗颗野百合球状鳞茎像一块

块“土疙瘩”，虽然不起眼，却是

不折不扣的宝贝。

“百合食用、药用价值高，很

多饭店都有这道菜。我以前种

了几棵野生百合供家人食用，今

年才总结出野生百合种植方法，

成片种植很成功。”7日，施祖祥

拿着刚出土的百合，笑呵呵地

说。

施祖祥的野百合种植地原

先是一片荒地，只有零星几株

百合，现在已经种了一茬又一

茬。原来，施祖祥种植野百合

已经有数十年，起初，存活下来

的只有几十株。今年，他已经

繁育了上千颗种球准备种下，

预计明年可获得好收成。

“百合的球茎分成瓣可以继

续育种。”施祖祥说，只要将鳞

茎分离，成片种植就可大大提高

产量。

这几年，因为育种的需要，

施祖祥没有把野百合大批量销

往市场。如果明年丰收，他准备

下山打开野百合的销路。

每天供应午餐、晚餐，每餐的菜

都变着花样做，唐先镇箬岭下村的

老 年 食 堂 运 行 9 个 多 月 ，人 气 挺

旺。一些村的老年食堂举步维艰，

这个深山里的老年食堂却经营得有

声有色。“村里经济困难，除了政府

补贴，我们有很多村民来捐油、米、

菜。”老年食堂掌勺人董加媛道出了

其中一二。

月缴100元
中餐晚餐吃得好

箬岭下村位于我市与东阳的交

界处，从唐先集镇地出发，经过一条

长 10 公里的盘山公路才能到达。由

于地理位置偏僻，该村集体经济一直

很薄弱。很多年轻人不愿留在山内，

选择外出打工，大多要过年才回家，

村中老人的饮食起居成问题。

村里 70 周岁以上的老人近 20

名，都是空巢老人。“这些空巢老人

独自在家没有人照顾，三餐都吃得

很简单，很多人还时常吃隔夜饭，对

身体很不好。”村党支部书记金国

强说，这样的饮食无法保证营养，老

人的生活也很单调。

去年重阳节，箬岭下村老年食堂

建成向老人开放。村里 70 周岁以上

的老人每月交纳100元钱，就能每天

来这里用餐。

7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老人陆陆

续续来到食堂，一边看着电视，聊着

家常，一边等待用餐。说起老年食

堂，村民王连华连称：“吃得好，环境

也好，我们很满意。”

掌厨的董加媛是本村村民。“她

每顿都变着花样做菜，吃不腻！”王

连华今年 80 岁了，两个儿子和两个

女儿都不在身边。虽然儿女们常回

来看他，但一日三餐还是得自己张

罗。

“自己做饭做菜很麻烦，经常随

便对付一下。”她笑着说。现在有了

老人食堂，她可以早上就过来和其

他 老 人 聊 天 ，吃 完 午 饭 再 回 家 午

休。她的儿女们知道后，都特别放

心。

金国强介绍，老年食堂投资十

万余元，是在唐先镇政府帮助下建

起来的。老人吃得好，吃得开心，有

人照顾，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与干部之间心也近了，村里争吵也

少了。

村民赞助米面蔬菜
老年食堂运转良好

“发明捐助毛芋 8 斤”“桂花捐助

青菜 21 斤”⋯⋯箬岭下村老年食堂

门口的“居家养老捐赠物资公示栏”

上，记录了最近一个月村民捐助的蔬

菜。

为了让老人食堂好好办下去，

村民都很支持，时常把自家的油、

米、菜送给老年食堂。村民的自家

土货加上政府补贴，箬岭下村老年

食堂办得井井有条。

金国强说，以后还要开展更多空

巢老人帮扶活动，让老人的生活能够

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老汉潜心种植 野百合遇春天

村民捐油送菜

唐先箬岭下村
老年食堂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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