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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前夕，阳光和煦，记者走进位于商州区北宽坪镇全
脉村的胜润堂种养家庭农场，见到农场负责人刘安堂和合
作伙伴正在对近期采收的黄精、苍术、白及进行晾晒，一派
忙碌的劳作景象。

正在现场查看药材品质、加工、售卖等情况的北宽坪镇
包村干部李少龙说，胜润堂种养家庭农场成立于 2017 年，总
投资 90 万元，现有设施大棚 9 个、配套滴灌设施 9 套、厂房 11
间。农场流转的 35 亩土地中，12.5 亩用于繁育名贵中药材白
及种苗，其余地块栽植核桃树，并在树木间隙种植中药材，发
展起林下经济。同时，农场利用好中药材的花期，还养殖了
中华蜂。

“我们农场现有 3 年以上白及 3 亩、中华蜂 110 箱，其他
地块从事黄精、苍术、连翘等中药材种植。这几年效益还可
以，今年又新繁育了占地 5000 平方米的 9 棚白及种苗。”刘
安堂说。

几年间，胜润堂种养家庭农场通过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
并以保护价回收成品中药的模式，已带动 70 多户脱贫户发展
中药材种植，预计每户可实现周期性增收 6000 多元。

“药材种植属周期较短、见效快的产业，今年药材收购价还不
错，等全部卖出去后，能给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加入农场
的种植户陈安平高兴地说。

像全脉村一样，在农兴、韩子坪等传统药材种植村也可以见
到药材采收、加工、晾晒的火热场
景，传统产业在这里也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

小小中药材，绿了生态、富了
村 民 。 近 年 来 ，北 宽 坪 镇 紧 紧 围
绕“生态立镇、商贸活镇、旅游兴
镇、产业富镇、科学建镇”五大战
略，立足镇情实际，积极探索农村
产业发展新路子，在全镇 10 个村
全 面 推 广 探 索 粮 药 间 作 、套 作 新
模式，增加土地利用率，实现一亩
地 两 收 益 。 与 此 同 时 ，北 宽 坪 镇
通过示范引领、能人带动等方式，
不断激发群众发展中药材的积极
性，着力将“小药材”打造成群众
增收的“大产业”。目前，桔梗、苍
术 、连 翘 等 中 药 材 种 植 在 北 宽 坪
镇“遍地开花”，中药材这一特色
产业正在成为北宽坪镇群众增收
富民的一剂“良方”。

中药材成为增收“良方”
本报记者 刘桃李 通讯员 董旦旦

“刘师傅，这装好的蜂蜜不用称吗？是每瓶二斤吗？”
“不用称，我们反复试验过了，这一瓶装满是二斤一

两，我们只管往满处装就行，绝对保证每瓶重量在二斤以
上，这也是为了生意能够做得长久，眼光要放长远点！”这
是笔者见到刘志朝后的简单对话。

11月 21日一大早，笔者一行来到商南县清油河镇团
坪村二组高山野生蜜蜂养殖大户刘志朝家中，只见刘志

朝和妻子正忙着把前一天熬出来的蜂蜜分装到瓶子里。
不久后，他们夫妻二人一边准备上山收割蜂蜜需要用的
器具，一边叮嘱笔者上山需要注意的事项。

收拾好行装后，刘志朝夫妻开始“翻山越岭”。
今年 50 岁的刘志朝养殖蜜蜂有 8 年时间，从一开始

的几箱到现在的 100 多箱，从养蜂新手到现在的养殖大
户，从蜂箱的选址，如何引来蜜蜂，被蜜蜂蜇了怎么处理，
如何割片、熬蜜……其中的艰辛，刘志朝一言难尽。

养殖蜜蜂过程中，刘志朝遇到的困难也是接踵而
至。前几年，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差，好在有县、镇、村各级
部门的大力扶持。经过农业技术部门的专业培训，刘志
朝的养殖技术逐渐成熟，现在年产土蜂蜜 150多公斤，每
公斤能卖到 160 元。刘志朝依靠野生蜜蜂养殖，日子过
得甜甜蜜蜜。

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攀爬 1 个多小时后，刘志朝来
到第一个蜂箱处，位于半山腰处的大石板下面。刘志朝
说：“最远的蜂箱放在离家七八公里开外，前几天已经收
割完了。这些是距家近的地方，也就三四公里，相对来说
路也好走。一年虽说只割一次蜂片，但是每个月都会上

山一次，把蜂箱打扫干
净。蜜蜂特别爱干净，
每次检查完所有的蜂箱，
至少需要一周时间。”说完，
他一边戴防护面罩，一边叮嘱
大家做好防护措施后，就开始忙
碌起来。

刘志朝的妻子拿出一把晒干的
艾草，点燃后放进喷烟壶中，然后顺手递
给了刘志朝。刘志朝麻利地对着蜂箱周围喷
了几下，把周围的蜜蜂熏走，以防蜜蜂伤人，但这样
并不会伤害到蜜蜂。接着，刘志朝轻轻打开蜂箱门，
一边仔细查看蜂群情况，一边娴熟地用刷子给箱底、
箱壁做清洁。随后，他从包里拿出一把刀，小心翼翼
地从蜂箱上割下一列蜂片，再用刷子“清扫”蜂片上面
的蜜蜂，然后将蜂片装进桶中，这样一列蜂片就成功
取出来了。

刘志朝一边取蜂片，一边介绍：“天气太热、太冷或者
雨水多时，野生蜜蜂都不太产蜜，所以蜂箱位置要选择在
能够遮风挡雨的大石头下面。在取蜂片时，如果蜂片上
面粘有蜜蜂，这样熬出来的蜂蜜不易保存。每个蜂箱只
能取一半蜂片，因为冬天花草少，蜜蜂没有食物，剩下的
一半，要留给它们过冬食用。”

半个小时左右的工夫，刘志朝就完成了一个蜂箱的
取片工作。收拾好行装，他和妻子就匆匆忙忙地赶往下
一个蜂箱。

11 月 26 日，笔者再次来到刘志朝家，只见在干净整
洁的厨房里，刘志朝正把从山上收割回来的蜂片放在锅
里熬制。他一边搅动，一边说：“今天天气冷，割不成蜂
片，就在家里熬蜂蜜。这需要小火慢慢熬，火大了容易
煳，坚决不能沾水、油等物质。等蜂片全部融化后，花粉
就会飘浮在面上。第一遍先把花粉捞出过滤，然后再用
细纱布过滤蜂蜜里面的残渣，这样过滤出来的蜂蜜放凉
后就可以包装了，这放在阴凉处保存 8 年或者 10 年都没
问题。一斤蜂片能熬七八两蜂蜜，花粉残渣可以继续熬
出来制作成黄蜡，可以卖到 12元 1斤。”

“团坪村处于山区，植物种类繁多，环境优越，蜜
源丰富，生产出的土蜂蜜天然、绿色、健康。目前，全
村养蜂的农户共 100 多家，去年一共收割了 6000 多斤
的土蜂蜜，收入达到 40 多万元。因所采的蜜源为百
花，所以其产出的土蜂蜜营养丰富，口感也更香醇，很
受消费者的青睐，每年都是供不应求。”团坪村党支部
书记朱先锋说。

采得百花成蜜后，百姓辛苦生活甜。近年来，团坪村
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生态优势，积极探索林下产业发展新
路子，通过养殖野生蜜蜂促进生态环保，把养蜂产业作为
全村特色产业，实现蜂农持续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
兴，形成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逐渐走出了
一条绿色、有机的产业发展道路，让蜂箱成了“绿色提款
机”，成就了蜂农的“甜蜜事业”。

据 县 委 宣 传 部 驻 团 坪 村 第 一 书 记 程 继 勇 介 绍 ：
“近年来，县委宣传部先后多次邀请养殖技术方面的
专家深入团坪村开展培训或技术指导，及时了解蜂农
在 养 殖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难 题 ，并 第 一 时 间 找 出 解 决 方
案，有效提高了蜂农的养殖技术水平。下一步，县委
宣传部将利用自身平台优势，加大向外界宣传团坪村
农家土蜂蜜等农特产品的力度，不断提升农特产品的
知名度、美誉度，拓宽渠道、扩大销量，不断带动农民
步入致富快车道。”

“在县委宣传部和相关部门的大力帮扶和支持下，我
们村人居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产业发展逐步壮大，村民
的脸上也挂满了幸福的笑容。”朱先锋说，“下一步，团坪
村将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招引本地创业成功人士回乡
发展，依托刘家花屋红色教育基地，积极打造红色旅游
地，建立红色文化博物馆。同时，进一步整合土蜂蜜等农
特产品资源，强化技术推广、拓展营销方式，制作统一的
包装，形成‘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打造品牌、统一市场销
售’的模式，让小蜜蜂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乡村振兴发展的好‘蜜’方。”

大山里酿出“致富蜜”
本报通讯员 李潇 何昕 孔佩

分拣中药材分拣中药材

把蜂片放入锅里把蜂片放入锅里，，用小火熬制用小火熬制。。

收割蜂片收割蜂片

刘志朝夫妻展示包装好的蜂蜜刘志朝夫妻展示包装好的蜂蜜

刘志朝夫妻分装蜂蜜刘志朝夫妻分装蜂蜜

“来来来……都品一品我
今年的红茶，看看口感有啥不
一样？”11 月 28 日，在镇安县韵
农茶叶专业合作社，象园村党
支部书记刘道俭一脸神秘地向
几位外地茶商推销新品红茶。
浓郁的茶香、醇厚的口感，引得
茶商啧啧称奇。

这是刘道俭依托“党员实
践园”开发出的新品秋红茶。
据了解，秋红茶与市面上常见
的春红茶不同，由于采摘时间
晚，茶叶相对老化、厚重，而且
加工时的气候已经相对干燥，
茶叶酵化程度高，茶多酚和茶
红素含量也比较多，因此，秋红
茶的颜色相对较深，呈现出紫
红色、红褐色等颜色，茶汤也比
较浓郁。

“利用‘党员实践园’这个
平台，我先行先试，开发的秋红
茶深受茶商青睐，赢得了市场
认可。”刘道俭高兴地说，“秋红
茶市场价每斤能卖到 500 元往
上，进一步拉长了茶产业链条，
明年要在村内全面铺开。”

今年以来，达仁镇坚持以
党建工作“规范提质年”为主
线，创新开展“红色党建引领
绿色发展”主题活动，通过党
组 织 结 对 共 建 、党 员 骨 干 先
行先试、党员帮学带做，鼓励
党 员 领 建“ 党 员 实 践 园 ”，实
现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有机
融 合 ，推 动 党 建 和 产 业 发 展
双促进、双提升。

达仁镇培育党员致富带
头 人 、实 用 型 技 术 人 才 700
多 名 ，通 过 开 展 产 业 发 展

“ 夺 红 花 ”、人 才 建 设“ 夺 红
星 ”、文 化 振 兴“ 夺 红 榜 ”、生 态 保 护

“ 夺 红 牌 ”、基 层 组 织“ 夺 红 旗 ”的 擂 台
比 武 活 动 ，充 分 激 发 党 员 自 身 技 术 优
势和特长，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领建各
类“ 党 员 实 践 园 ”12 个 ，带 动 群 众 大 力
发展茶叶、蚕桑等特色产业，全镇现有
茶 园 7.1 万 亩 、桑 园 1.35 万 亩 ，2 项 农
业特色产业综合产值达 1.5 亿多元，实

现 了“ 做 给 群 众 看 、组 织
群 众 学 、引 导 群 众 干 、带
着群众赚”的目的。

“党员实践园”以抓点
示范、以点带面为原则，充
分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
不仅是党员业务实践的“比
武场”，更是引领群众增收
的“致富路”。

“ 我 现 在 主 要 养 的 是
波 尔 山 羊 、奶 山 羊 两 个 品
种 的 羊 ，在 羊 舍 安 装 有 视
频 监 控 ，羊 脚 上 也 有 GPS
定 位 器 ，这 样 山 羊 的 一 举
一 动 在 家 就 能 一 清 二 楚 ，
完 全 可 以 实 现 生 态 化 散
养 。”近 日 ，春 光 村 党 员 史
金策在向同村村民张良均
介绍养羊经验时说。

听着史金策细致全面
的介绍，张良均打心底里佩
服，他说：“跟着史兄弟干，
准没错，他蹚的路子带劲！”

以 前 ，村 民 不 信 山 羊
还 能 完 全 散 养 ，总 担 心 一
旦放羊上山就会走失。史
金 策 深 知 村 民 不 愿 担 风
险 ，便 结 合 自 己 多 年 的 养
殖经验，领办起“党员实践
园 ”，从 外 地 购 入 波 尔 山
羊、奶山羊等小羊 10 只，在
自家“党员实践园”里探索
山 羊 散 养 技 巧 ，通 过 不 断
摸 索 学 习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短 短 一 年 时 间 就 实 现
了 生 态 散 养 ，山 羊 数 量 也
发展到 80 多只。

如 今 ，史 金 策 还 从 生
态养殖中发展出烤全羊业
务 ，实 现 年 增 加 收 入 3 万

多 元 。 看 到 史 金 策 养 羊 的 成 功 经 历 ，
村 民 的 顾 虑 一 扫 而 空 ，前 来 取 经 的 村
民 络 绎 不 绝 。 目 前 ，已 带 动 周 边 群 众
发展养羊 2700 多只。

党 指 幸 福 路 ，勤 开 致 富 门 。 达 仁
镇通过“党员实践园”为群众蹚出了一
条 宽 阔 平 坦 的 致 富 路 ，也 让 群 众 日 子
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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