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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待聘厨师待聘
待聘 大厨。19002504993

转转 让让
转 让 南 京 南 站 连 锁 宾 馆 。
17342702333 中介免

遗遗 失失
遗失 江宁区茁亦郡电子销售中心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0115MACFLKL80U），公 章 一
枚，声明作废。
江苏鼎睿律师事务所徐东立遗失律
师证，证号：13209202010174435，声
明作废。

遗失 江宁区玉蓝春面馆公章，声明
作废。
遗失 南京市雨花台区奎利润滑油经
营部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不再使用。
遗失 南京市建邺区晚晴洲岛和园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护理站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登记号：
PDY00496732010512A7201，声明作
废。
遗失 秦淮区高桥门199号 126幢一
单元 401 室王军龙、陈冬梅购房发
票，现声明作废。
今遗失金陵华侨永久墓园墓葬证，意
一区 24排 37号徐国华和意一区 26
排-36号徐立信，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优逸礼品贸易有限公司公
章，声明作废。

从父亲手里接棒，他当起
了职业养蜂人

出生于1982年的王资洪，老家在四
川隆昌，父辈就以养蜂为生。“上世纪70
年代，当时政府分下来好几箱蜜蜂给生
产队，我父亲就在生产队里学着养蜂，后
来蜂箱又给了个人，他就把这个工作一
直做下来了。”王资洪告诉现代快报记
者，他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到了
2000年左右，选择回到老家，“继承”了
父亲的这门手艺。

对于很多人来说，养蜂这个行业神
秘且有风险。但在已经跟蜜蜂打交道多
年的王资洪看来，只要了解蜜蜂的习性，
这份工作并不难。“蜜蜂都是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会在太阳下山前一个小时自己
回到蜂箱，你不用过多地去干扰它们，只
需要给它们选择合适的‘工作环境’，它
们就能自由地采蜜、产蜜，哺育后代。”王
资洪说。

养蜂人的作息，也是跟着蜜蜂走
的。虽然产蜜工作是由勤劳的小蜜蜂来
完成，但并不意味着就能“坐享其成”。
每天打扫和检查蜂箱，是养蜂人必须完
成的工作。王资洪介绍，一般养蜂人会
点一把艾草香，将蜂箱里逗留的工蜂全
部引出去，以方便检查蜂箱内的情况，比
如蜂王的状态是否良好，有没有在正常
产卵，箱内蜜蜂的“口粮”够不够吃，等
等。每次检查蜂箱要花两三个小时，需
要检查二三十个蜂箱。

从接手时的几十个蜂箱，到逐渐
“壮大”到上百个，王资洪逐渐成为这一
行的行家里手。2006年结婚后，他的妻
子也跟着他当起了养蜂人。夫妻俩搭
档，工作也变得愈发有滋有味。“她以前
没有接触过蜜蜂，一开始还是有点害怕
的，后来跟着我接触多了，也了解了蜜
蜂的习性，现在已经很熟练了。”王资洪
说。

大半年都在“迁徙”，住帐
篷靠太阳能发电生活

夫妻俩养蜂，一年里有大半年都不

在家中，要跟着各地的花期不断迁徙。
“每年从12月底出门，要到第二年9月
才能回老家。”王资洪告诉记者，一般采
蜜期到8月底结束，他们从9月开始在
老家给蜜蜂繁殖，一直到10月左右开始
让蜂王休息。等到12月底，又要将蜜蜂
拉到云南大理，再进行一波繁殖，为一年
的正式工作备足工蜂。

路途遥远，在王资洪父亲那个年代，
要依靠火车皮来运载蜂箱。“那时候蜂箱
是可以优先上车运载的，也是养蜂人的
主要出行方式。”王资洪说，等他开始接
手的时候，汽车已经开始普及，现在他们
出行主要是雇车来拉蜂箱。每次出行
前，都要提前一两天将蜂箱收拾堆叠起
来，再上车拉到目的地。

而王资洪夫妇在这大半年里，主要
住在帐篷里。他们随身带着太阳能发电
板，白天储存足够的电量，足以用于日常
生活。电饭锅、冰箱等常用家电，他们都
带在身边。平时休息的时候，他们也能
看看剧、刷刷短视频，有着丰富多彩的消
遣形式。在王资洪看来，如今的生活已
经很不错了。“我父亲以前养蜂的时候，

主要靠蜡烛、手电照明，就带着一台收音
机打发时间，跟现在完全不能比。”王资
洪说。

一年要“搬家”10多次，他
们是最懂花期的人

江苏的油菜花田，是他们今年正式
工作的第一站。去年他们“驻站”在兴
化，今年他们综合考虑后，来到了南通
如皋。“如皋空气好、水质好、油菜花种
植面积较大，而且气候宜人，采的蜂蜜
绿色天然、安全健康，非常受消费者喜
爱。”王资洪说，“四月前后的油菜花季，
我们能采两三吨蜂蜜，收获的蜂蜜专门
有蜂蜜收购商收购，也有一部分蜂蜜是
零售的，在如皋期间，我们能挣到两三
万元。”

王资洪的妻子曾其淑告诉记者，养
蜂人四海为家，风餐露宿，她和丈夫在如
皋的这段时间，时常会收到周围邻居或
是顾客赠送的蔬菜和纯净水，这些点点
滴滴的小事，让夫妻俩感受到了如皋这
座城市的热情和温度。

这一年里，夫妇俩将带着230多个
蜂箱，辗转于江苏、山东、陕西、甘肃等
地，他们沿着路线追赶油菜花、樱花、槐
花、枣花、荆条、椴树等的花期。为了收
获到优质蜂蜜，夫妇俩一年中至少要“搬
家”10多次。

“每个地方逗留的时间，要看花期的
长短。比如槐花的花期比较短，我们可
能就停留20多天。等到了甘肃的酒泉
和张掖，我们就能停留久一点。”王资洪
说，那时候正好是暑假，可以把平时在老
家读书的两个孩子接过来玩几天。

王资洪坦言，这一行的从业者在减
少。“以前很多都是一大家子做的，现在
做这行的人变少了。行情好的时候，我
们一年差不多能收七八吨蜂蜜，年收入
在七八万元左右，比普通打工的好一
些。”王资洪说，因为近年来蜂蜜价格偏
低，市场上的假蜂蜜也比较多，对他们这
一行也造成了一定冲击，有许多同行在
考虑转行。但他目前还在坚守。“做养蜂
人的生活比较自由，我习惯了这样的生
活节奏。”王资洪说，沿途的美景，也是其
他行业难以获得的宝贵财富。

带着230多个蜂箱不断“迁徙”

养蜂夫妻
跨越大半个中国“追花”

春暖花开，正是采蜜的黄金季节。在江苏如皋，近10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养蜂人蜂拥而至
“扎营驻地”。4月中旬，在如皋市如城街道安定村的大片油菜花地旁，230多个蜂箱整齐排开，无
数蜜蜂围着蜂箱嗡嗡鸣唱。来自四川隆昌的王资洪夫妇头戴面网从蜂箱取出巢框，放进筒状的摇
蜜器中摇蜜，旁边早已有顾客在等候。一桶桶金黄色的蜂蜜，散发着甜香。“这蜂蜜甜得很，不光是
甜味儿，还有花香味儿嘞！”这对80后养蜂夫妻，已经从业20来年，一年里要带着230多个蜂箱不
断“迁徙”，沿路追赶着油菜花、樱桃等的花期，前后要“搬家”10多次才会回到四川老家。

通讯员 袁涌东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夫 妻 俩
在工作中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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