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书贤

3 月 22 日上午，春风习
习。在郏县堂街镇段李庄村
西头公路南岸的一片树林里，
130多箱蜜蜂在附近的油菜花
田里采蜜。46岁的蜂农李江
伟和妻子李利钦在蜂场忙着
割蜜打蜜。

据李江伟介绍，他20年前
就跟随父亲常年在外漂泊追
赶花期，学习养蜂技术。在父
亲的悉心教导下，他掌握了一
整套养蜂技能，把养蜂手艺传
承了下来。

李江伟在这片树林里已
经安家多年。一顶帐篷、一个
简易棚，就是他们夫妻的落脚
地。说起养蜂，李江伟直言有
苦也有甜，“养蜂听起来是个
甜蜜的事业，可实际上很苦。”
夏天热得脱层皮，冬天冻得手
僵硬。在外追赶花期，吃水是
最大的问题，他们往往要跑10
多公里买水。洗菜水舍不得
倒，经过沉淀后再用来洗衣
服。除了吃水难，还有用电
难。经过一番研究改造，他现
在会用太阳能板和电瓶连接
发电。出门在外，最怕遇到大
雨天，帐篷里都是积水，床上
的被子摸起来都是湿的。就
这样，李江伟和妻子靠着养殖
的130多箱蜜蜂，供应3个儿女
读书。

每年 5月初，是李江伟和
妻子外出追赶花期的日子。
他们通常会租车载着蜜蜂，首

先到洛阳市栾川县待10多天，
接着去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
十几天后，再奔向陕西省铜川
市。6月，他们会载着蜜蜂返
回鲁山县采集枣花、荆花蜜，
40多天后再回到郏县堂街镇
段李庄村西头的这片树林，紧
接着还要采集芝麻花、拉拉秧
蜜。“在外追赶花期，最怕遇到
坏天气，因为刮风下雨花会提
前凋谢，俺就采不到蜜了。”李
江伟说，一年下来，他能有5万
多元的收入。

李江伟在养蜂致富的同
时，还收了 10个徒弟，无私地
向他们传授养蜂技术。鲁山
县张良镇农民王东升于 2013
年跟随李江伟学习养蜂技术，
3年后出师在鲁山独自养蜂，
目前拥有蜜蜂100多箱。

养蜂卖蜜，靠的是诚信经
营。李江伟说，哪怕不赚一分
钱，也不能用假蜂蜜坑害顾
客。他直言，鉴别蜂蜜真假有
三种方法：一是真蜂蜜在冬天
都会结晶；二是把蜂蜜倒在白
纸上不会将纸湿透；三是用勺
子舀起蜂蜜向下倒时，真蜂蜜
会向上反弹。

往年的此时，李江伟的蜂
场最多也就剩千把斤蜂蜜，刚
好够喂蜜蜂。但今年受疫情
影响，他的蜂场有两吨蜂蜜滞
销。眼下春暖花开，疫情已得
到控制，蜂场又忙碌起来，顾
客络绎不绝。“养蜂虽然很苦，
可看着顾客多了起来，再苦再
累也值得。”李江伟说。

春日穿飞百花间
不辞倾倒为君甜
养蜂哥李江伟：
追赶花期酿造甜蜜事业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3月 23日上午，在市区
建设路西段天惠花卉市场，不少市民
前来选购鲜花。

当天上午11时许，天惠花卉市场
门前人来人往，有购买鲜花的市民，
也有忙着卸货的商家，路边还停着两
三辆运送盆栽的车辆。工作人员在
门口测体温、登记，忙得不亦乐乎。

进入花卉市场，入眼便是郁郁葱

葱的发财树、幸福树、凤尾竹，五颜六
色的玫瑰、长寿花、四季海棠，还有造
型可爱的各种多肉……前来购买的
市民穿梭其间。

在一位卖花种的摊位前，市民王
女士在选购花架、花种。王女士说，
她平时喜欢在家里种些花花草草，虽
然现在天气还不是太暖和，但洋桔
梗、矮牵牛可以在室内育苗，天热后
就能把植株移到室外了。

李女士家住市区阳光花苑小区，

房子在顶层，有一处专属的大露台。
当天购花时，她不停地向摊主求教种
花知识。李女士说，去年天气热了，
她才想起来买花种，但买的花种并不
适合北方气候，这次要先了解一些花
卉知识。

在市区建设路东段贸易广场花
卉大世界，购花的人也不少。

摊主李女士说，多数市民偏爱中
小型盆栽，价格也不贵，方便移动，可
装饰屋子的任何一个地方。

买得几棵春欲放 犹带彤霞晓露痕
市民花卉市场选花忙

3月23日下午，鲁山县张良镇老庄村境内，桃花盛开，油菜
花黄，吸引了不少游客。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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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晓蕊 文/图

阳春三月，花开烂漫。每一位居
住在城市里的人都渴望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私家花园。家住新华区光明
路街道长青社区的代向丽（上图）在
微信朋友圈晒出自家的阳台花园，赢
得赞声一片。

种花10多年，阳台变身小花园

“春暖花开，一切安好。”昨天上
午，代向丽发出一条微信，文字简短，
图片却很丰富，君子兰、春兰、长寿花
等恣意绽放，春光烂漫，美不胜收。

今年48岁的代向丽家住长青社
区德福园小区。热爱养花的她性格
温柔，未语先笑。“我从小喜欢养花，
住在6楼，就把阳台打造成了花房。”
她笑着说。

走进她家阳台，俨然走进了一个
小花园。除了一条小过道外，阳台上
摆着花架，大大小小的花盆整齐地码
放着，铁线莲、墨兰等绿意盎然，长寿
花开得绚烂，石斛兰花朵鲜艳，君子
兰姿态优雅，天竺葵花团锦簇……

“这棵铁树我已经养了10年，今
年刚长了绿叶。这棵三角梅我也养
五六年了，才换过盆，要不然早就开
成一树花球了。”代向丽说着，脸上洋
溢着喜悦。

近 10年来，代向丽每年春天都
要种些花花草草。如今，阳台上的花
草已有二三百盆。“我养的这些不是
什么名贵花，花架也都是自己用旧床

腿、旧桌子改造的。我养花纯粹是一
种爱好，图的是高兴。”前不久，代向
丽和花友们一起团购了 7 盆铁线
莲。这些铁线莲有巴黎风情、约瑟芬
等多个品种，本地很少见，她视为至
爱。看着花苗越长越高，她心中满是
欣喜。

一年四季，代向丽家的阳台花开
不断。“夏天，双色茉莉开花的时候，
满屋清香，一家人都好开心。”在她的
影响下，丈夫和儿子都喜欢上了养
花。花开时候，一家三口嗅着花香，
读书、品茶、聊天，好不惬意。

每天早晨，代向丽起床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到阳台看花。宅家的特殊
时期，她每天给花草浇水、施肥、修剪
枝叶，还时常把家里盛开的香雪兰、
蟹爪兰等晒到朋友圈，让不能出门的
朋友们也感受下春天的气息。

养花送花，收获无尽快乐

代向丽曾在长青社区当了多年
的网格员，后来到饭店打过工，今年
开始到干洗店工作。生活多变，不变
的是她对养花的那份痴爱。

“我本来有些内向，不太爱说话，
自从养了花，性格开朗了许多，心态
也变得平和了。”代向丽说，多年前她
就开始加入“养花QQ群”“养花微信
群”等，结交了许多爱花的朋友。“我
们经常一起交流养花经验，如果花草
生了病或生了虫，我会向花友们请
教，大家都非常愿意分享经验。”代向
丽说，花友们会互相送花，也会一起

团购花。就这样，她家的阳台渐渐变
成了小花园。

代向丽养花格外下功夫，对花草
习性了如指掌。“麒麟花、仙人掌等喜
欢碱性土，君子兰偏爱酸性土，长寿
花要用肥沃的土壤来养。天竺葵喜
欢阳光，鼓槌石斛不耐强光，有时需
要给它遮遮阳……”代向丽说，她通
常不买花肥，喜欢将垃圾变废为宝，
比如出去游玩时捡些松针、羊粪，将
肉骨头敲碎埋入土里沤肥，收集淘米
水、过期牛奶、蛋壳等当花肥。

代向丽常常通过网络学习养花
知识和技巧，还非常善于总结。“三色
梅开花前适当控水，待盆土变干后，
一次性浇透水，会刺激花朵绽放，花
会开得爆盆，漂亮得很。”她把养的花
晒到朋友圈时，也喜欢分享自己的养
花经验。“分享是一种快乐，让我交到
了许多朋友。”代向丽说。

“我家的阳台被妈妈打造成了花
园，非常养眼。”代向丽的儿子即将参
加工作，在他眼中，妈妈是一个特别
善良、爱花的人。只要邻居、朋友来
家里，代向丽就会把养的花送给对
方。“看着别人高高兴兴地捧着花回
去，我妈就特别开心。”

长青社区党委书记王燕红说，代
向丽不仅把自己家的阳台装扮成了
花园，还常常把自己扦插的长寿花、
天竺葵等送给街坊四邻。如今，在她
的带动下，附近很多居民也开始“家
庭绿化”行动，鲜花怒放的阳台美景
越来越多。

三尺平台花似锦
百般红紫香四邻
代向丽：种出美丽点亮心情

人面桃花相映红

3月24日上午，在新城区湖滨路游园里，市民舞动彩带，来
到户外健身。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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