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梅树下，浙江省长兴县蜂农邱
汝民（右）在查蜂。 宋叶峰 摄

辽宁省义县蜂农朱佳明和他的蜜蜂在云南
省罗平县。 受访者供图

采花蜜的小蜜蜂。
占旺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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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蜂业的主要作用到底是提供蜂产品，还是为农作物授粉？

养蜂业到底是畜牧业里的一个小产业，还是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需要对此有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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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强

2月下旬，江西省婺源县的 12万亩“最美油菜花
海”陆续开了。占旺龙是当地赋村镇排前村的蜂农，
养殖了 120群意蜂，属转场（也叫定地）蜂农。每年 2
月下旬，待油菜花开后他在县里放蜂,直到 3月中旬
油菜花期进入尾声，再转场到江苏省淮安市继续采
集油菜花，之后转场到山东省青岛、威海、单县等地
采集刺槐花，随后到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采集荆条
花，7月底8月初进入江西省九江市采集茶花。

占旺龙告诉记者，前年养蜂的收入还行，平均 1
群纯收入达到了800多元，去年则差了很多，只有400
元左右。是因为去年北京市昌平区出现了干旱，荆
条花产量大减，而荆条花蜜的产量至少占了他全年
养蜂总产量的一半。

“养蜂确实是个靠天吃饭的行业，所以，希望国
家能从政策层面上给予扶持。”占旺龙说。

蜂儿不食人间仓，玉露为酒花为粮。从古至今，
蜜蜂都是勤劳、奉献的象征，终日辛劳，采花授粉，催
生果实，为世间带来蜜糖。

时至今日，我国养蜂数量和蜂产品产量已多年
稳居世界首位。目前，我国有蜂群 1442 万群，蜂农
30 万户。其中至少 1/3 即 10 万户为转场（也叫转
地）蜂农，饲养的主要是西蜂（即西方蜜蜂，最大头
是意大利蜂即意蜂）；另外为不转场蜂农，饲养的主
要是中蜂（即中华蜜蜂）。我国的蜂产品总产量占
了世界 1/4以上，2021年，我国蜂蜜产量 45万吨，蜂
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蜡、蜂胶等蜂产品总产值突
破 300亿元。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养蜂业一直存在大而不
强的问题，蜂产品价格不高，蜂农效益不好，蜂农队
伍后继乏人。与此同时，蜜蜂给农林作物授粉增产
以及维系生态多样性的作用依然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养蜂业的地位没有本质上的提高，养蜂业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提供蜂产品上。那么，是不是到了该给
养蜂业重新“估价”的时候了？

中国养蜂学会理事长、中国农科院蜜蜂所原所
长、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吴杰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重新“估价”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估
价”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养蜂业的主要作用到
底是提供蜂产品，还是为农作物授粉？第二，养蜂业
到底是畜牧业里的一个小产业，还是现代农业和生
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养蜂业到底有哪些价值？

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曹联飞
介绍，虽然我们最先看到和想到的是蜂产品的经济
价值，但事实上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先看蜜蜂授粉的增产价值。
在自然状态下，植物授粉主要是靠风媒和虫媒

两种方式，风媒即是以风授粉，虫媒是以虫授粉，第
一大虫就是蜜蜂，其次为蝶、蝇、蛾等。

风媒植物主要有水稻、玉米、小麦，虫媒植物
则包括油菜、向日葵、芝麻等油料作物，棉花等大
宗经济作物，桃、梨、苹果、柑橘等水果，大枣等干
果，刺槐、椴树等大乔木，以及紫花苜蓿、草木樨等
牧草作物。

目前的情形是，我国野生昆虫的种类和数量都
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人工养殖的蜜蜂授粉就成了
许多虫媒植物增产增效的关键因素。

有数据表明，目前全球主要种植的100种作物为
人类提供了 90%的食物，而这 100 种作物里至少有
70%是虫媒植物，而且授粉主要依赖蜜蜂。经蜜蜂授
粉后，农作物普遍能增产20%-30%，其中油菜可增产
10%-47.5%，向日葵可增产 10%-40%，苹果可增产
5%-30%。至于品质方面，比较典型的如水果，经蜜
蜂授粉后的水果普遍个大、果型好看且一致，有些口
感明显更好，如草莓。

再来看蜜蜂授粉的生态价值。
社会发展到当下这个阶段，人类种植的农林

作物越来越多，只要是人类种植的，有了病虫害就
必须得打农药，打药次数、数量的增多和范围的扩
大，正是野生昆虫特别是野生授粉昆虫数量减少
的主要原因。野生昆虫逐渐减少的第二个原因
是，随着人类种植农林作物的增多，自然界中生态
多样性减少，也减少了依赖生物多样性而生存的
野生昆虫种类。而人工养殖的蜜蜂不仅会为人工
种植的农林作物授粉，同时也会随着蜂农去往山
林为野生杂草和树木授粉，从而提高了这些植物
生存和繁衍概率。

养蜂的生态作用在大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受
制于土地面积，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农业价值
不可能单纯以产出多少农作物来衡量，而更多要考
虑生态价值，比如北京。

北京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高华就曾经
提交过关于推动北京蜂产业发展的提案。

提案中说，目前，北京市大力推进生态涵养区
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7 大生态涵养区总面积占全
市总面积的 68%，是首都重要水资源保护地，同时
也是首都生态安全的核心屏障。从破解问题的路
径看，发展蜂产业恰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北京山
区 又 具 备 适 宜 蜂 产 业 发 展 的 自 然 条 件 和 发 展
基础。

“所以，在农业发达国家，养蜂业的首要作用是
为农林作物授粉增产和维系生态平衡，产出蜂产品
只是其次的作用。”吴杰说。

把养蜂业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之中

吴杰认为，养蜂业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需要真正
把养蜂业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规划之中，把养蜂业纳
入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之中。

把养蜂业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规划之中，即是把
蜜蜂授粉增产增效功能融入现代农业的发展之中，
授粉增产与种子、技术、机械化播收一样，成为其重
要组成部分，授粉增产技术应该成为藏“丰”于技的
一部分，可称为“蜜蜂授粉绿色增产技术体系”。这
样，在设计和布局现代农业发展时，就应该提前考虑

到授粉增产这一因素，同时布局农业生产地该发展
多少蜜蜂，该引进多少转场蜜蜂，以使授粉技术得以
最大化实现。

同时，需重视蜜粉源植物（即可以采集蜂蜜、蜂
花等蜂产品的植物）基地的建设，因为这是养蜂业发
展的一个前提条件。

比如全国油菜大县云南省罗平县。罗平县现
有耕地 110 万亩，其中油菜种植 100 万亩，加之更
加靠南的地理位置、更加温暖的气候，也是油菜开
花最早的地区之一。这些因素叠加起来，罗平因
此成为全国最大的蜜蜂春繁基地县，同时也是养
蜂重点县。全县现有蜂群 6.4 万群，蜂农 2000 多
户，而每年外来转场的则有 7 万蜂群、400 多户
蜂农。

而我国油菜种植第一大省四川，油菜种植面
积 1938 万亩，也是我国蜜蜂养殖第一大省，全省现
有 165 万蜂群，其中中蜂 94 万群，西蜂 71 万群，蜂
农 7 万户。因为大面积的油菜，以及花期稍后于云
南罗平的特点，四川也成为全国最大的蜜蜂春繁
场地。每年油菜花开季节，会有 100 万外来蜂群、
约 5500 户转场蜂农来到四川，进行蜜蜂春繁和蜂
产品生产。

四川省蜂业管理站高级畜牧师赖康介绍，四
川养蜂业发展好的原因主要是蜜粉源植物丰富，
四川省东西极其悬殊的高差、南北较大的跨度，形
成了差异化、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因此成为全国
蜜粉源植物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主要蜜粉源植物
有油菜、柑橘、三棵针、黄檗、枇杷、荔枝、龙眼、刺
槐等，超 250 种蜜粉源植物广泛分布全川，植物花
期从南到北，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一年四季花开不
断。据测算，全四川的蜜源可承载蜜蜂 500 万群
以上。

把养蜂业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之中，则需在
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时尽量多种植蜜粉源植
物。经蜜蜂授粉后，生态林草的自我繁衍能力得到
明显提升，可大大提高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的成
活率和自我增殖能力。同时，由于蜜粉源植物均为
显花植物，也为日后发展生态旅游奠定了一个良好

基础。
当然，还应该有财政支持手段，包括蜂箱补贴、

技术补贴、蜂种补贴，以及未来有可能的生态补贴。

让蜜蜂授粉收入逐步成为蜂农的主

要收入

2月28日，在山东省青州市弥河镇水沟村宋玉凯
的樱桃大棚里，雪白的樱桃花竞相绽放，不少蜜蜂正
飞来飞去忙着授粉，嗡嗡声不绝于耳。

今年 34岁的宋玉凯前几年从公司辞职后，便开
始种植樱桃。开始是种植露天樱桃，尝到甜头后，去
年投入 40余万元建起了樱桃大棚。“自从种植樱桃，
我就一直租赁老李的蜜蜂来授粉，现在是真心喜欢
这群小东西。”宋玉凯一边在蜂农李义兴的指导下给
蜜蜂加水一边说。

樱桃树下，隔一段距离放着一个蜂箱，一共有10
个，这便是决定樱桃产量和质量的“宝贝”了。“蜜蜂
授粉是自然授粉，绿色健康，经过蜜蜂授粉的樱桃产
量高，畸形率低，而且口感好，不愁卖。”宋玉凯说，蜜
蜂授粉费用也低，一箱蜜蜂 300元，10箱才 3000元，
相比人工授粉来说，节约了不少成本。

新疆莎车县，当地盛产一种叫作巴旦木的干果，
现全县种植面积 93万亩，占全国种植总面积的 95%
以上。但因为巴旦木是虫媒植物，需要有大量的蜜
蜂授粉，而当地授粉昆虫包括蜜蜂数量不够，导致产
量一直上不去。于是在 2012年，莎车县设立蜂业发
展中心，鼓励当地发展养蜂业，同时由政府发放授粉
补贴推进蜜蜂授粉工作。最后的结果是，巴旦木的
产量大幅提高，巴旦木花蜜在市场上大受欢迎，而蜂
农也实实在在获得了授粉收入。

因为巴旦木花期早且短，授粉结束后就没有其
他蜜粉源植物可供蜜蜂采集。莎车县鼓励农户林花
间作，在巴旦木园中套种油菜花、万寿菊、向日葵等，
蜂农们春天酿巴旦木花蜜，夏天酿其他花蜜，而各种
花海又吸引着游客前来旅游观光，带动了乡村旅游
事业发展。

“尽管早已提出蜜蜂授粉商业化，这也是实现养

蜂业大农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第一步，但近些年来
进展并不太如人意。”吴杰认为，蜜蜂授粉商业化推
广不尽如人意，主要还是认识问题。只有认识提上
去了，才能自上而下推进蜜蜂授粉商业化，进行授粉
补贴，形成一批专业化的授粉蜂场，逐步提高授粉收
入占养蜂总收入的比例。当前，则宜选择设施农业
和果树为突破口，以后可逐步推广到油菜等大田作
物上。

30万蜂农急需组织起来

来自辽宁省义县的养蜂户朱佳明是今年到云南
省罗平县进行蜜蜂春繁的转场养蜂户之一。他与爱
人养了 158群意蜂，雇了一个司机，长年累月在外奔
波转场。每年1月份即赶到罗平，在罗平待近2个月
后再去湖南常德市、河南民权县、河北唐山市、吉林
通化市、内蒙古林西县，采集油菜花、泡桐花、刺槐
花、椴树花、山里杂花和荞麦花。如此一算，转场总
行程近1万公里，是记者采访的养蜂户中转场距离最
长的。

“转场都是靠自己，效益主要还得看天。近几
年养蜂效益虽有所下滑，但一年下来纯利润能达到
10 几万元，平均 1 群年纯收入为 600 多元。”朱佳
明说。

而胡小五则是罗平当地的蜂农，来自一个养蜂
世家，他的父亲就是养蜂人，家里养蜂已经有40多年
的历史，现养殖意蜂 200多群。他告诉记者，每年罗
平的油菜花期（2—3月中旬）结束后，他会先后转场
到广东廉江市、广西北流市、陕西宝鸡市、宁夏银川
市、甘肃民勤县，采集荔枝花、刺槐花、草木樨花、茴
香花。

令记者没想到的是，胡小五去年的养蜂产业却
是亏损的，原因在于每群的蜂蜜产量（即单产水平）
和蜂蜜收购价格的双下降。产量下降源于蜜粉源植
物的减少和农药的过度使用，去年老胡的蜂蜜每群
单产为 70斤，而这个数字必须达到 140斤才能有效
益；收购价格为每斤 10元，这个数字得达到 15元以
上才能有效益。

“大的环境是这样，不好干，比如新疆的棉花，现
在已经不出蜜了，所以转场蜂农去新疆棉区的基本
没有了。”胡小五说。

从采访的情况看，两位蜂农的转场都是靠自己，
在开拓好转场场地后，日后靠交情来维系关系。目
前，我国的30万蜂农尚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部分蜂
农加入了所在地的协会或合作社，有些合作社的负
责人往往就是当地的养蜂大户，但毕竟是以所处地
域为中心，既没法涵盖全国，也没法涵盖外出转场蜂
农。同时，究竟有多少蜂农加入了合作社或协会，目
前尚没有统计数据。“所以，蜂农的组织化建设迫在
眉睫，因为加强组织化建设是解决万千蜂农有效对
接市场、维护自身利益、应对市场风险的最好选择。”
曹联飞说。

养蜂业对各项服务特别是气象服务

尤其需要

养蜂业具有逐花而来、靠天“流蜜”的特点，随着
养蜂业地位的逐步提高，政府部门对蜂农的服务也
越来越重要。

罗平县蜂业管理站站长黄永权告诉记者，罗平
县农业农村部门对本地养蜂户和外来转场蜂农都会
尽可能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帮助，包括培训、技术指导
和公共服务。针对蜂农的培训一般一年2-3次，技术
指导则包括养蜂环节中的一些重点和难点，比如早
春的饲喂、人工治螨等。对外来蜂农，则会帮助他们
找放蜂场地，在出现蜂场纠纷、盗蜂情况时及时处理
调解。

赖康介绍，为了每年春季来四川的转场养蜂户，
四川省农业农村部门做了大量细致体贴的工作，包
括要求各地及时公布辖区内油菜种植面积、分布、花
期动态、天气情况、疫情防控等转场信息，统筹布局
放蜂场地，及时协调和化解场地纠纷等。

同时，我国一些养蜂业大县也陆续开展了气象
对蜂农的服务。比如浙江省长兴县。“当前（即3月），
当晴天中午温度在13℃以上时，气象局就会通过‘惠
农直通车’、短信、微信等渠道提前告知蜂农，提醒他
们适时饲喂糖浆促使蜜蜂排泄飞行；预测出现阴天
或气温低于10℃时，会提醒蜂农务必‘紧框’，让蜂箱
内保持黑暗，同时保证蜂多于脾，这样既能防止蜜蜂
出巢也能促使蜂王快速产卵。”长兴县气象局农气专
家全琦介绍。

“蜂农对气象服务的需求主要为中长期预报，以
旬报为主，一旬为 10天，即下一个 10天的天气情况
怎样？”湖北省当阳市气象局局长朱道华告诉记者，
这也是当阳气象部门服务蜂农的重点。

2020年 9月 28日，婺源县气象局在当地养蜂大
户金秋冬的养蜂基地安装了气象实时监测显示屏，
其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都会通过他在全县的养蜂
群里发布和提示。

江西省婺源县气象局农气专家朱健祥说，“其实
婺源县气象服务蜂农还是有故事的，前些年婺源的
风景在网上火了以后，当时的信息传递还不发达，于
是每年年初都有外地旅游者把电话打到婺源县气象
局，问婺源的油菜什么时候开花，之后气象部门便开
始了花期预报，并开启了对蜂农的服务。”

养蜂业在乡村振兴中所起到的作用

将逐步放大

“蜂王浆含不含激素？”“花粉可以直接吃吗？”
“蜂产品买回家如何保存？”前段时间，在浙江省长兴
县林城镇畎桥村的蜂情小镇，邱汝民给前来参观的
游客科普蜂产品知识。在这里，游客们可以体验到

“蜂”情十足的乡村旅游路线，一边观光，一边了解蜂
蜜知识。去年，蜂情小镇游客量达到 1.2万人次，带
动了长兴的旅游业发展。

邱汝民是中国养蜂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蜜蜂
产业协会秘书长、长兴意蜂蜂业科技公司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他有 39 年养蜂史了，现有中蜂加意蜂
1000群，其负责的长兴意蜂蜂业科技公司还是浙江
省一级种蜂场。为共享自己的经验和知识，长兴意
蜂公司与浙江大学、湖州市农科院联合创办了湖州
市蜂业研究院，推广育蜂经验，举办全国养蜂技术培
训班，让新型养蜂人走上自主创业之路，培训人员累
计1200余人次。

目前，长兴县的蜂情小镇已经建立了 6年多，蜂
情小镇集参观、体验、学习、购物于一体，是“蜂旅融
合”的一种典型形式，邱汝民的自产蜂蜜品牌“蜂状
元”一直是其中一个重要看点。

金秋冬是江西省婺源县养蜂协会会长，先后创
立婺源县百世蜂农蜂业专业合作社和金世锦农蜂业
有限公司，现自己有中蜂蜂群500多群。百世蜂农蜂
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 20余户，其中有 17户是原来
的贫困户，现在的脱贫边缘户。

金秋冬去年1群蜜蜂蜂蜜的单产为17.3斤，这个
数字远远比不上转场意蜂的单产，但因为都是成熟
百花蜜，所以单价很高，一斤收购价格为 100元，1群
蜂的纯收入可以达到 1000元。受父亲的影响，金秋
冬的女儿金晶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成了一名“蜂二
代”，还被选为县人大代表。

发展养蜂业在山区县尤为合适，而过去的贫困
县、现在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有许多都是山区
县。脱贫攻坚时代，四川省有 50个贫困县将中蜂养
殖作为扶贫重点产业，有2万多户困难群众依靠发展
蜂产业实现稳定脱贫增收。到现在，四川省依然有
89个县将蜂业作为县域特色重点农业产业，在乡村
振兴阶段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与全国的情况
是类似的。

近些年来，我国部分山区县在推进一项“十箱万
元”工程，即农户养殖 1箱（即 1群）中蜂年收入可达
1000元，养殖10箱即可达到1万元。

当然，这还只是算了蜂产品的经济账，如果政策
层面把养蜂业纳入了现代农业的“大盘子”里，养蜂
业对农业增产的价值能够体现出来，养蜂业授粉商
业化能够实现，养蜂业对生态的维系和修复作用能
够得到体现，所涉及的旅游等后续产业能够得到有
效开发，养蜂业在乡村振兴中所起到的作用将会是
逐步放大的，并且是可持续的！

辽宁义县蜂农朱佳明转场图。 崔鹏家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