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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上午，汝州市蟒川镇枣园
水库堤岸旁摆放着百余个蜂箱，无数小
蜜蜂嘤嘤嗡嗡在空中飞舞。该镇戴湾
村村民闫文佩打开蜂箱，查看蜂巢内的
情况。

枣园水库是闫文佩的三个蜂箱投
放点之一。“这几天天气不错，蜜蜂很勤
奋。”闫文佩笑着说，蟒川镇山上多荆
花，六到八月份，漫山荆花开放，正是采
纯净荆花蜜的好时节。也只有这个时
节，他才守在家乡，一边养蜂一边照顾
妻儿。

大学生返乡创业养蜂

说起养蜂，33岁的闫文佩很兴奋：
“我打小就和蜜蜂为伴。”

闫文佩的父亲是名养蜂人，每年逐花
放蜂，养活家人，供闫文佩读完了大学。

2010年，冶金专业毕业的闫文佩到
郑州一家蜂产品公司做销售。

“虽然我父亲养蜂，每年产的蜂蜜
也不少，但我从没有用公司的客户资源
卖自家蜂蜜。辞职前，我没带走一个客
户。”闫文佩说，在郑州做蜂产品销售一
个月能挣七八千元，但总感觉不是长久
之计，他希望有自己的事业。

2017 年，闫文佩辞职回蟒川，与父
亲一起养蜂，并成立了汝州市古山养蜂
场。当年，便在父亲原有七八十箱的规
模上将蜂群扩大到240箱。

“在郑州的7年我没有闲着，空闲时
就看与养蜂有关的书籍，对养蜂技术非
常熟悉，只不过缺少实践。回到家乡养
蜂后，书本上的知识与实践相互印证，
让我得心应手。”闫文佩说，回乡创业第
一年，他的蜂场便收获蜂蜜7吨多，实现
收入20多万元。

初次创业成功后，闫文佩更有信
心了，今年，他的蜂群规模扩大到500多
箱。“现在我和父亲、弟弟养蜂赶场，妻
子在家销售蜂蜜，一家人分工合作。”

闫文佩的父亲闫党驻守在另一个

蜂箱投放点，他说：每年 1-3月，他们带
着蜂群转场到湖北荆门进行春繁，采油
菜花蜜；4-5月转场到三门峡采洋槐、山
花蜜；5-6月赶到山西临汾采枣花蜜；6-
8月返回家乡蟒川采荆花蜜；8-9月到许
昌采栾花蜜；10-12月在家乡休整。

“养蜂很辛苦，由于追逐花期需要
长期在外，很多时候更是一人在山中
守着蜂场。”闫文佩说，吃多大苦就有
多大收获，他家的蜂每年每箱产蜜纯
收入在 1000 元以上，500 多箱蜂就是
50多万元。

每年送出上千个王台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但养蜂成功
的闫文佩却倾心帮助其他养蜂人。

“很多养蜂人，包括我父亲在内，由
于知识有限，养蜂全凭感觉，养了几年
蜂群规模不但没有扩大，还萎缩了。”闫
文佩说，“关键原因是没有育好蜂王。
蜂王决定着分蜂的数量、蜂群的发展速
度和蜂蜜的产量，直接影响着养蜂的收
益，但很多养蜂人不知道怎么去人工培
育蜂王，更不知道如何培育出高质量的
蜂王。”

为了帮助周边的养蜂人增加收益，
闫文佩毫不吝啬地拿出蜂王王台（幼蜂
王）送人。“天下养蜂是一家。近几年每
年我都送出上千个王台，帮助其他养蜂
人提高收益。”闫文佩说。

谈起今后的打算，把养蜂称作甜蜜
“空中农业”的闫文佩说：“养蜂让我收
获了财富，我已决定今后只干养蜂这件
事——养好蜂、酿好蜜。”

蟒川镇南部山区荆花较多，是一片
非常好的蜜源。“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把蟒川的荆花蜜打造成汝州一张特
色农产品名片。远景规划是再建一座
蜜蜂工厂，在厂里能够直观地展示蜂蜜
产出的过程。同时，利用物联网技术，
在蜂场安装摄像头实时监控，用高质量
的蜂蜜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闫文佩希
望以养蜂产业为龙头，带动研学游和民
宿等新型业态落地蟒川镇，为当地的乡
村振兴尽一分力。

李创业夫妇
把酱菜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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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故事

闫文佩查看
蜂巢情况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客户刚才来电话订购200
件酱菜，马上装完箱了。”8月2
日下午，在郏县长桥镇禾之源蔬
菜加工厂生产车间里，41岁的老
板李创业正和妻子杨晓燕把一
瓶瓶易拉罐式的韭菜花、香椿芽
等酱菜装箱。“快立秋了，这几天
正组织合作社的社员整地，准备
种芥菜。芥菜丝可是俺长桥镇
的一大特产啊！”李创业乐呵呵
地说。

良种推广天地宽

2006 年，李创业和当地女
青年杨晓燕走进婚姻殿堂。

为谋生计，蜜月刚过，李创
业就踏上了前往浙江的列车。
做车间工人、图书管理员、营销
员，李创业尝尽了打工的艰辛。

“我的名字叫创业，一定得
干出一番事业，不能愧对了自己
的名号！”经过深思熟虑，2013
年，李创业选择返乡，决定在农
业上闯出一条路。

李创业和杨晓燕承包了
500 多亩土地，从省农科院引
进优质小麦良种种植。经过
精心管理，当年就获得了大丰
收，这让李创业夫妇的干劲更
足了。

2014 年，李创业成立了郏
县禾之源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当地大力推广良种小麦种
植。经过宣传发动，附近的王凤
梧、阎楼、花里赵、时庄、坡马等
10多个村庄的农户纷纷加入合
作社，发展良种小麦种植 4000
多亩。李创业对社员们种植的
良种小麦进行统一标准施肥、浇
水等管理，对收获后的良种小麦
给予高价回收，让社员没有后
顾之忧，自己也获得了丰厚的回
报。

2016 年，李创业投资 20 多
万元，购置了两台全自动石磨面
粉设备加工石磨面粉。杨晓燕
在抖音上宣传后，吸引众多客户
下单购买。春节前，他们的石磨
面粉更是供不应求。

酱菜飘香小康路

经过几年创业，尝到依靠科
技发展农业甜头的李创业夫妻
又有了新的谋划。

2017 年，李创业夫妇经过
学习，掌握了一手过硬的酱菜制
作技术，随即投资100多万元建
起了占地6亩的郏县禾之源蔬
菜加工厂，生产芥菜丝、萝卜条、
韭菜花、香椿芽等酱菜。他还注
册了九谷仙人酱菜商标，安排
30多名村民就业。

每到秋收之后，禾之源蔬菜
加工厂就忙活起来，每天切菜的
女工就有 10多名，每人每月工
资达2000多元。“切芥菜丝是个
技术活儿，一天就能挣200多元
呢！”正切菜的王素珍说。

现在，禾之源蔬菜加工厂生
产的芥菜丝、韭菜花等系列酱菜
远销上海、北京、广东、江苏等
地，年产值达300万元。

去年，李创业夫妇在郏县
县城买了房，“父母和我们一起
生活，一家人其乐融融。”杨晓
燕说。

“过去家里一穷二白，现在
要啥有啥，健康有保障，家庭幸
福美满，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小
康生活。”说起当下，李创业眼睛
眯成了一条线。

“李创业立足本地资源优
势，走出了一条农业发展的新路
子，对农业发展、乡村振兴起到
了示范引领、榜样带动作用，他
们生产的酱菜也成了长桥镇对
外宣传的一张靓丽名片。”长桥
镇党委书记张世卿说。

大学生与蜂为伴

“空中农业”甜蜜蜜
李创业创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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