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群“飞来蜂”开启“甜蜜事业”

“今年春天，我联系了本村的十户家
庭，每户给了他们十桶蜂。 ”陈兴龙帮扶
的十户家庭既有退伍军人、 回乡创业者
等年轻人， 也有退休老干部、 在职村干
部，还有因意外致贫的困难家庭。“其中
有一户尝到甜头，计划养蜂 200 桶，回乡
办个养蜂场。 ” 在陈兴龙的帮扶和带动
下，“发展蜜源林、振兴蜜蜂产业”的中蜂

养殖模式渐渐铺开。
“蜂产业发展的关键是蜜源林。 ”陈

兴龙在交谈中反复强调蜜源林种植的重
要性，“蜜源林不仅有彩化、绿化的作用，
还是养蜂的基础， 是乡村振兴的产业支
撑。”如今，开化已种植了 50多万株蜜源
林，仅今年就种植了 20 多万株，而陈兴
龙一人就种下了 3000 至 4000株。

不仅如此， 为了能在市场中更好打
响开化中华蜂蜜品牌， 陈兴龙还带头发

起成立了“开化土蜂蜜联盟”，并发布了
全省首个《土蜂蜜联盟自律公约》，进一
步规范了我县土蜂蜜市场秩序， 做到产
品有标准、产业有品牌、包装有统一，实
现产销的有序衔接。

另外， 陈兴龙的学门中蜂养殖场作
为蜜粉源植物种植抚育示范基地， 在全
县中蜂产业发展现场推进会、 衢州市中
蜂产业现场推进会，迎来广大蜂农、农业
干部、乡镇干部们的参观学习，并作为典

型代表两次上台发言。
“种蜜源林发展养蜂这个举措在全

省、全国都是走在前面，甚至可以说是首
创。这个基础打牢了，开化蜂产业肯定能
做大。”下一步，陈兴龙将目标定在了“户
养百群峰，种植千株蜜源林，增收十万元
以上”，全县创建十个示范户，通过大户
带动散户，在全县范围内发展蜂产业，从
而助推乡村振兴。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他对村民
的家事却从不推脱， 不论是村民主动找
上门的，还是他了解到的，他全部照单全
收。”邹善庆介绍。村里有位老人，年逾八

旬，平时一个人住在一幢老旧的房子里。
每到下雨天房子就漏水，属于危房，老人
住在里面十分危险。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汪生和找到老人儿媳， 动员她将老人接
到自己新房里来， 让老人有一个安稳的
晚年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尊重

老人也是尊重我们的将来……” 在汪生
和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老人儿媳最终答
应将老人接到自己房子来居住。据了解，
汪生和自担任乡风文明理事会会长以
来， 共为村民调解各类纠纷矛盾 10 余
起，为促进风文明、构建和谐邻里关系，

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文明也是生产力。乡村振兴需要一

片净土，和谐社会需要文明新风。只要身
体吃得消， 就应该力所能及地为大家做
点事。 ”汪生和淡淡地说，朴实无华的言
语展现了他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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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村百老慧———开化县老干部助力乡村振兴纪实

陈兴龙：像树木一样坚毅 像蜜蜂一样勤劳
在常人看来，退休就意味着“船到码头车到站”，该赋闲在家享清福了。退休后，有人在家享受生活，有人重新谋职求财，也有人

继续为实现人生价值不停地奔波。 陈兴龙就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发挥余热，将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振兴事业中去的人。
陈兴龙今年 67岁，原任开化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2年退休。 退休后，他回乡办起了中蜂养殖产业园，将满腔热情投入到

中蜂养殖业中，带领群众走上了养蜂致富的道路。 在他的带头实践下，全县掀起了中蜂养殖的热潮，户均增收 1万多元，为老干部
助力乡村振兴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记者 胡卓姗

汪生和：培育文明乡风 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三人花了一星期时间走遍了 10个村，接触了 40多位村两委干部和其他同志，受到他们热情的支持，以座谈的形式

听取他们有关乡村文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泛黄的纸上清晰地记录着一位耄耋老人为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的点点滴滴。

老人名叫汪生和，今年 87岁，是何田乡乡风文明理事会会长。 退休之前是原马金区委副书记。 1993年退休后，回到家乡
何田乡田畈村。 此后他一直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默默地支持着乡里和村里的建设与发展。

记者 余红军

行走在位于华埠镇旭日村的学门中
蜂养殖场，道路两旁是郁郁葱葱、品种各
异的蜜源树， 每隔几米放置着蜂箱和蜂
桶，成群结队的蜜蜂飞行于树木花草中，

“嗡嗡”的声音从耳畔传来，到处呈现出
生机盎然的景象。

“这个叫乌桕， 一年四季有花有景。
那个叫拐枣，旁边那棵是板栗……”陈兴
龙走在前头， 兴致勃勃地介绍起蜜源林
来。 在这 100多亩的林中，生长着 40 余
种蜜源植物，“前几年中蜂减产， 但我周
边 5公里，蜂比较旺，奥秘就在这林中。”

7 年前，蜜源林的一群“飞来蜂”开
启了陈兴龙的“甜蜜事业”。陈兴龙记得，

当年种植的一片蜜源林吸引了一群蜂前
来筑巢，第二年蜜蜂就达到了十几桶。凭
借着小时候在父亲那儿耳濡目染的养蜂
经验，陈兴龙的“甜蜜事业”越做越大。如
今他养殖中蜂将近 200桶， 并通过学习
钻研掌握了养殖中蜂的门道， 成为了一
名养蜂的行家里手。

“养蜂的基础是蜜源林。 树下摆蜂

箱，树上采花蜜，蜂产业就兴旺起来了。”
陈兴龙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平均一个蜂
桶产蜂蜜 5 到 6 斤， 每斤蜂蜜能卖上
140元左右。 蜂蜜卖完，蜂桶还能卖给果
农有一笔收入， 若是蜂蜜连蜂桶一起售
卖的话，一桶最少也有五六百元钱。“中
蜂养殖投资少，见效快，技术门槛不高，
的确是农民增收的一条‘捷径’。 ”

一人喝蜜不香 众邻齐尝才甜

在自己养殖中蜂取得经验和成功
后，陈兴龙便在村里宣传起养蜂的益处，
并将养蜂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身边的群众， 在村里培养起众多的蜂
农。旭日村原来只有十几户人养蜂，在陈

兴龙的带动和帮助下， 村里半数以上的
人都养起了中蜂。他不仅从技术上帮扶、
在物资上帮忙，更在销售上帮销，让乡亲
们养好蜂，共享丰收的甜蜜。

有了本村的成功样板后， 陈兴龙决
心让更多人享受到蜜蜂带来的“甜蜜成
果”。 2016 年，借助老促会的平台，他在

全县推广自己的经验， 在部分老区村开
展“户养十桶蜂，种植百株蜜源林，年产
百斤蜜，增收万元钱”活动，对参与活动
并达到要求的蜂农给予奖励， 让更多人
尝到了甜头，对中蜂饲养产生了兴趣。

在陈兴龙的努力下，2017 年全县蜂
业产值近 3000 万元， 户均增收 1 万多

元。 他成了山区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的
“绝对功臣”。 2016年到 2018年，中蜂饲
养量从 6000 多群迅速增长到 31000群，
养蜂的农户也成倍增长。如今，中蜂养殖
已经成为开化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每
天上门找陈兴龙学习中蜂饲养、 蜜源林
种植技术的人也越来越多。

身体力行助力乡村振兴

言传身教促文明

说起汪生和， 何田乡田畈村党支部
书记邹善庆说：“老汪人很好，非常热心。
有事找他，他都会给我们出出主意、想想
点子。 只要是有利于村里发展的他都积
极支持。”为建设国家公园保护站和推动

乡村旅游，2018 年， 田畈村谋划了一个
综合项目，需要向村民征用土地。这其中
便有汪生和家的半亩菜地。“这半亩菜地
是他一家人全部土地。 ”邹善庆说，开始
他心里也没有底，不知老人是否同意，毕
竟这是他一家人唯一的一块土地。 当村
里找到汪生和向他说明情况后， 他不加

思索就马上答应了。“他说只要村里建设
需要，就有义务支持！”邹善庆说，在汪生
和的影响和带动下， 其他村民也都非常
支持和配合村里工作。

“文化礼堂不能千村一面，应该有自
己的东西。 要把本村的人文风俗展现出
来……”为建设好文化礼堂，汪生和不辞

辛劳，奔走各村，为大伙出谋划策。
为美化村庄环境， 在县花卉协会的

帮助下，汪生和种植大量菊花，并无偿将
其送给左邻右舍。“花香一家不成景，花
开万户是最美。 ”他笑着说。

点滴小事助文明

2017 年，何田乡党委政府聘请汪生
和担任乡风文明理事会会长。自此以后，
他实实在在地将乡风文明治理担子扛在
了肩上。“现在我们身边还存在不尊重和
赡养老人、攀比浪费等不文明现象，这需

要我们一步一步加以引导。 ”汪生和说。
为引导文明乡，形成见贤思齐的态势，汪
生和在全乡开展了好媳妇、好家庭、好婆
婆等“何田最美”系列评选。“为了真正把
先进典型、优秀代表评选出来，汪老都会
带领理事会的一班人根据各村推荐情
况，逐村走访、调查、核实。 ”何田乡党委

委员连升介绍，自 2017 年以来，最美系
列评选已连续两届， 每一次评选他都被
汪生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感动。

垃圾分类是小事,也是难事。 为让村
民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汪生和没有
少花心思。“蔬菜叶、瓜果皮是有机垃圾，
可以作为肥料。 玻璃瓶、塑料、废旧电池

等是无机垃圾，要回收……”那段时间，
汪生和成里村里垃圾分类义务宣传员，
逢人便说。为了督促村民做好垃圾，他还
不时上门检查分类情况。 看到汪生和的
认真劲，村民也都不敢马虎、应付了事。
如今村庄干净了，环境变美了，村民说这
有汪生和的一份功劳。

调解纠纷促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