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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蜂”中飞扬

对蜂农而言，每年 4 月至 8 月

是最重要的节点，也是最忙碌的时

候。我与父亲要带着上百箱蜂箱

坐货车往北方走，带着蜜蜂们去赶

花采蜜。内蒙古的油菜花、葵花，

山西的槐花，吉林的椴树花⋯⋯北

方地大花多，蜂蜜产量也高，4 个月

就能收 10 多吨的蜜。我去过最北

的地方是呼伦贝尔，在那里 6 月的

晚上还需要盖棉被御寒。

赶花听着浪漫，但其实是寂寞

又无聊的工作。当寻找到合适的

蜜源时，我们会在附近搭建临时住

所。白天把蜜蜂放出采蜜后，我要

检查蜂箱，把质量不一的蜂卵调

换，还要培育新的蜂王。天色暗下

来后，蜜蜂会主动归巢。盖上蜂箱

后，我这一天的工作才画下句号。

有人会说，赶花可以到许多地

方欣赏不一样的景色，怎么会无聊？

起初我确实被大西北广袤壮观的景

色震撼过，可看久了美景，新奇感也

消散了。这些蜜源点大多远离城

镇，没有人烟，也没有灯光。而且早

些年电子设备和互联网还没这么发

达，我消磨时间的方式只有坐在一片

黑暗中看星星，或是早早躺在床上逼

自己入睡。天亮后，我又得重复与前

一天一模一样的工作内容。等到花

瓣逐渐掉落，蜂群开始躁动，我们就

该转场换蜜源地了。这时的蜂群会

因为感受到蜜源不足开始混乱，攻

击性变强。每到这种时候，我还是

会戴上皮手套，将蜂箱收回货车上，

毕竟躁动的蜜蜂不是吃素的。

不同花卉产出的蜂蜜颜色、味

道及功效都各具特色，红褐色的枣

花蜜像会流动的琥珀，枸杞蜜颜色

更淡一些，是剔透的黄色，洋槐蜜

则是偏白色的。每当赶花结束，开

着满载的货车踏上回家的路时，是

我最开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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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仍每天奔走在果园深处观察果树状况，林贤炉用质朴的语言和踏
实的行动讲述着他勤耕不辍，走出不寻常的农业致富路的故事。

29 岁辞掉工作回乡当蜂农，朱发新 7 年间每日与蜂为伴。于他而言，
养蜂是一个从不适应，到真切感受到收获的心路历程。

养蜂要不怕被蜇

赶花要耐得住寂寞

在采访中，朱发新展示了许多围绕蜂蜜开发的加工农

产品，如蜂蜜手工皂、蜂王胎片、蜂胶等，但产品销售渠道仍较单一。

2019年，朱发新开设网店销售蜂蜜，但由于没有明晰的发展规划，电商

销售后劲不足。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龙山镇雅贵村下贵自然村中还

有多户与朱发新一样的专业养蜂人。蜂蜜作为当地特色农产品之一，

该村是否可以推动村民抱团成立蜂蜜品牌，挖掘乡村蜂蜜发展历史及

文化，将蜂蜜锻造为一块乡村共富路上的硬砖石呢？

口述/朱发新 整理/融媒记者 王玙铮 见习记者 吕漪琳

记者旁白：

我读书时学的是会计专业，

2009年毕业后，直接找了对口的工

作。29 岁那年，因家庭原因和工作

上的变动，我干脆辞职回家，跟我

爸学养蜂。我爸和我的叔叔伯伯

们都是蜂农，养蜂对我来说算是从

小耳濡目染。虽然一切都要从头

学，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了，

我自信满满地继承起了家业，每日

与“嗡嗡”声相伴。

虽然从小与蜜蜂接触，但每次

走进蜂场，蜜蜂翅膀快速振动的声

音 360 度环绕在耳边，我心里就发

毛。而且我还对蜜蜂的毒刺过敏，

被蜇后身上会起大片荨麻疹，又痒

又疼。刚开始养蜂时，我每天全副

武装，长袖、长裤、防蜂帽、皮手套、

长筒雨靴，一样都不能少，但是冒

失的蜜蜂还是会从衣服的缝隙处

钻进来。于是，我又新增了一项

“吃过敏药”的工作准备，一片不起

效，就多吃几片。每天咬着牙干

活，时间长了，我也听习惯、蜇习惯

了，身体也有了免疫力，不用再依

赖过敏药物了。

蜜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

一直觉得养蜂和养鸡鸭鹅没什么

不同，每天负责它们的“饮食起居”

即可。但比较麻烦的是，蜜蜂体型

小，非常脆弱，许多看似不起眼的

事情都会导致蜂箱从高箱变矮箱，

进而波及蜂蜜的产量。比如蜜蜂也

会感染上寄生虫，大幅缩减本就短

暂的寿命，而且即使察觉到寄生虫

危害，也无法锁定是哪一只蜜蜂染

病了。更糟糕的是，寄生虫还会蔓

延至整个蜂群，对蜂卵造成影响。

还有采蜜期要提前确认蜂群附近

的蜜源是否有药花，每年 9 月马蜂

会入侵捕食蜜蜂⋯⋯养蜂工作周期

长、内容碎，细算下来，我花了 3 年

的时间才成为一名合格的蜂农。

朱发新

60岁开始创业 创办家庭农场

我老家在江西玉山，60 岁之前

主要在老家种毛竹、打箩筐为生。

后来老伴因病离世，儿子也成家立

业，我想着自己无牵无挂，身体健

朗，何不出去闯荡一番？

于是，我来到了永康。2005 年

的永康到处都在搞建设，建筑工地

很多，我没什么特殊技术，只能在工

地做小工。

2007 年前后，经过几番周折，

我来到古山整雅（现整溪村整雅自

然村）做回做篾的老本行。在这里，

我认识了现任妻子。我们很聊得

来，一来二去就结婚了，这也为我开

设农场埋下伏笔。

儿子在老家那边，我也偶尔会

回去。有一次回老家，偶然得知马

家柚收购价每公斤 24 元，而且还出

口国外。再后来听说马家柚在世博

会上展出，我就想着把马家柚引到

永康来种种看。

2012 年，我从江西广丰引了几

十棵马家柚树苗，种下没两年，有两

棵柚树结果了。虽然柚子没几只，

但一摘下来就被大家抢着吃完，他

们都说味道不错。这给我了很大

的信心和希望。

2015 年左右，马家柚迎来

成熟期，我组织了一次评鉴会，

邀请当时指导、帮助我的领导

和江西一家马家柚种植公司

的高工。经过品尝比较，他

们一致认为我家柚子口感

更好。后来大家也看到了

马家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

价值，永康也开始推广种

植马家柚了。

第一批马家柚的成

功试种让我们信心大

增。之后，我们投资了

170 多万元，扩张种植

面积。从最初的两三

亩，发展到现在的 50

余亩，真的很感谢农

业和林业部门对我们

的指导和帮助。

种水果就像养小孩，需要自己

去学习、摸索、总结经验。我觉得这

也算是学到老，活到老。

在种马家柚之前，我和老伴主

要种一些蔬菜，养一些土货拿来

卖。那时候，我就发现用油枯当肥

料种的萝卜吃起来更甜。我觉得植

物生长是相通的，就用 10棵柚树做

实验，结果发现用油枯当肥料的马

家柚口感确实好于其他。慢慢地，

我减少化肥用量，直到今年全部使

用油枯做肥料。不少人和我反馈，

今年的柚比往年好吃了很多。

2015 年，我通过培训知道马家

柚与枳壳树嫁接可以避免柚树退

化 ，我 就 把 柚 树 都 进 行 了 嫁 接 。

2017 年，我开始尝试种植迷你柚。

2019 年，迷你柚成熟，甜度稍高于

平常柚子，我便小范围在马家柚树

上嫁接迷你柚。没想到嫁接的熟果

品质更好，树苗也更好卖。

马家柚种出来后要打开销路光

靠嘴巴吆喝肯定是不

行的，在互联网时代就

要有互联网思维。于

是，我又报名了电商培

训，学习时兴的营销技

巧 ，把 马 家 柚 挂 在 朋 友

圈、最土网等平台上售卖，

让产品的销路越走越宽。

树种就跟机器一样，更

新换代很快，所以我每天要

花 8 个小时在柚子林里，观察

每棵树的生长情况，及时嫁接

更新树种，做好日常的修剪、病

虫害防治工作等。从给马家柚树

种嫁接以来，我们一直保持一棵不

行淘汰一棵的原则，已经数不清淘

汰多少棵了。

从年近 60 岁出来闯荡到现在

80 岁，很多人都说我太能折腾，该

考虑退休，找个接班人了。但是这

片果林是我多年心血，我还舍不得

退，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折腾一下。

75岁网上营销 不断提升品质

能折腾是记者在林贤炉身上看到的最明显特征。年近60

岁离家闯荡，75岁学习互联网营销，80岁还能单独扛树苗。他引入马家柚，

不断去学习、去培训，充实知识储备，探索出新的种植技术。80岁的林贤炉

仍想着把马家柚做精做好，身体力行地诠释着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口述/林贤炉 整理/融媒记者 潘燕佳

记者旁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