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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环境+好政策”实现创业梦想
徐进，33岁，他家老房子就建在一

个小山坳里，三面环山。从他爷爷手上，
就开始了养蜂。到了他爸爸这里，数量
增加到30群，蜂蜜都是自己食用或赠送
亲朋好友，很少出售，并没有把养蜂当作
事业来做。

徐进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宁波、杭州
和衢州等地做过工人、跑过销售、干过电
商。近年来，开化县重视人才，鼓励大学
生返乡创业，而且中蜂产业有扶持政策，
加上良好的生态环境，徐进在2017年决
定返乡创业，接力家庭养蜂传统，把养蜂
事业做强做大。2019年他创办了开化
思远家庭农场，同年5月，被县土蜂蜜联
盟吸纳为成员，现已成为开化县返乡青
年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

摸爬滚打成为“行家里手”
创业之初，虽然有长辈传统的养蜂

经验，但靠传统的经验难以做强做大，于
是他一边从网络和书籍上学习，一方面
多次参加县农业农村局和养蜂协会组织
开展的专业技术培训，并向其他养蜂大
户学习取经，就这样，很快掌握了养殖技
术，从父亲手上接过来的 30群，不到三
年时间迅速发展到 200群蜂，产值 20余
万元。

当然，这其中充满艰辛。父亲因为
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做不了重活，于是
就帮着徐进一起养蜂。徐进在接手养蜂
的第一个春夏之际，100多群蜜蜂，出现
了繁殖分桶现象，一出来就是三五群，父
子俩根本来不及回收。有的飞到树顶
上，有的飞到其他山上，需要背着空蜂
桶，翻山越岭地去追。有人说，飞了就飞
了，何必这么折腾呢？但是养蜂人对小

蜜蜂的情感很深，蜂飞走了就像失去亲
生孩子一样的心痛。

每当午饭时分，都是天气最热、分蜂
最猛的时候，来不及吃午饭，只能饼干馒
头充饥；外面气温高达35℃，穿着厚厚的
防蜂服操作，一天下来，衣服都不知道湿
几次，也数不清会被蜜蜂蛰几次，但成功
收回蜜蜂的心情，只有养蜂人自己知道。

徐进告诉我们，他家蜂场里养的都
是土蜂，体魄强壮采蜜能力强。为了给
蜜蜂留下过冬食物，保证蜂蜜的纯度，他
们一年只割一次蜜，每桶每次只割三分
之一，剩下的给蜜蜂过冬。

徐进介绍，我国现有的蜂种资源主
要以意大利蜜蜂与中华蜂蜜为主，它们
所采的蜜分别称为意蜂蜜与中蜂蜜（土
蜂蜜）。中蜂圆桶土养，它主要是定地饲
养。这种蜜的酿造周期非常长，所以它
的成熟蜜成熟度就比较高……说起养
蜂，徐进娓娓道来，俨然是个行家里手。
因此，2020年 11月，徐进被选为首届开
化县中蜂产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
理事。

精心打造“省级美丽牧场”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一

开始，徐进就下定决心，建设一个高标准
的“花园式”美丽蜂场。于是在山上养
蜂，山下另建新房。他把山坳里的旧房
拆除建蜂场，并投资 20万元，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种下大片蜜源林和花卉，
便于客商和游客现场观赏体验。

蜂场依山而建，蜂桶顺坡而放，近两
百群中蜂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山谷中蜜源
林下，整个蜂场规划别具一格，走进蜂场
让人十分愉悦。

蜂场门口的甜蜜小屋十分优雅，布

局简洁温馨。围墙上挂着蜂蜜的食用方
法，详细地介绍了蜂蜜的正确吃法、最佳
时间、简单做法、适宜人群和禁忌人群。
让顾客对蜂蜜的营养价值和功效作用有
了更深的了解。

蜂场内右侧有个休息区，一张石桌、
四张石凳供客人短暂休息，旁边的水井，
常年保持相对水位，久旱不干，累了坐在
这里小憩，吹着山风，吸着大山里天然的
清新空气，十分惬意。

有志者事竟成，无论是规模，还是经
济效益，还是美丽环境，各项指标均达
标，2020年，开化思远家庭农场蜂场顺
利通过有关部分考核验收，被评为“省级
美丽牧场”。

“近日，蜂场出售 120群中蜂，为建
德草莓种植大户提供蜜蜂授粉，收入 3
万元。”徐进说，下一步，他将探索“场养+
飞地”“线上+线下”“蜂蜜+授粉”等种养
和销售模式，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
益，计划年养蜂规模达到300群，年收入
达到30万元。

徐进：返乡创业“蜂”生水起

眼下正是割蜜的最
佳时期，走进开化县思
远家庭农场，只见主人
徐进正在割蜂蜜。他小
心翼翼地打开蜂桶，割
了一块原蜜给我们品
尝。轻咬一口，满口香
甜。这位动作娴熟的年
轻蜂农，投身“甜蜜”事
业已有三四年了。
通讯员 方争游 谢有祥

“奶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会
经常来看你的。”近日，记者跟随配文
（胖墩）辣椒酱土特产的业主汪配文来
到池淮镇一家孤寡老人家中，他将牛
奶和生活用品放在老人手中，并与老
人聊家常。

每隔几天就上门看望，节假日给
老人们带上礼物和生活用品，这已经
是汪配文的日常，“在我人生低谷的
时候，她们鼓励关心我，我做的这一点
不算什么。”2019年至今，汪配文已经
捐赠现金 2万余元和各类物资价值
6000余元。

汪配文原是厨师出身，做过厨师
长也开过饭店。不幸的是，他遭遇车

祸导致双腿残疾。轮椅代替了他的双
腿。巨大的落差感，让他一度颓废，最
艰难时，他曾自暴自弃。医治返乡后，
村里的老人们每天都会来他家关心鼓
励他，也得到了县残联和其他社会组
织的关怀。

康复半年后，汪配文重振精神。
在亲人的帮助下，从采购、洗切、熬制、
装瓶、打包、发送，汪配文的辣椒酱生
意做得红红火火。为了适应时代的发
展，他主动报名电商培训，在淘宝、微
信、抖音等平台设立账号，开启线上线
下同步销售模式。用材讲究、味道鲜
美，汪配文的辣椒酱不光在在开化市
场红火，也热销周边省份。有了自己

热爱的事业，生活对他多了一份眷
顾 ，他则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思考。

“我现在有条件了，能帮助他人，
尽我一点绵薄之力，这很有意义。”去
年开始，汪配文关心起了公益事业。
六一儿童节，给孩子们送去学习用品；
重阳节，给本村的老人送关怀和礼物，
也会给和他一样的轮椅群体送去物资
和鼓励。“感恩曾帮助我的人，我想把
这份温暖传递下去。”爱出者爱返，福
往者福来，汪配文说，他会继续做公
益，希望自己能帮助更多的人。

记者 余问清 姜玲 宋佳男

汪配文：身残志坚助他人

蜂场依山而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