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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远林从蜂箱中拿出两块蜂框，熟悉地用

刮刀除去蜂蜡，放进摇蜜机里，轻轻转动手柄，

随着呼呼的响声，黄色的蜂蜜被甩向摇蜜机四

壁，缓缓流向桶底，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气息，

一群蜜蜂在四周绕飞，久久不愿意离去。

韦远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蒙山县

长坪瑶族乡东护村蜂场的管理员。对于蜂农

来说，摇蜜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摇蜜机也成为

他们心中的“摇钱筒”。这个季节，在广西养蜂

第一县——蒙山县的密林里，这甜蜜的一幕随

处上演。

小小的蜜蜂，一头连着森林，一头连着村

民的钱袋子，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能手。

截至 2022 年底，蒙山县有 3000 余人从事养蜂

产业，蜂群达 18.8 万群，全年蜂蜜产量 2607

吨，产值达 2 亿元。今年 6 月，蒙山县发展“甜

蜜经济”案例入选广西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典型案例。

蜂林共生

蒙山县位于梧州市西北部，森林覆盖率达

82.87%，生态优越，有“天然氧吧”的美称，是国

家级生态示范区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凭借野生鸭脚木、乌桕、五倍子等 90 多种

丰富的植物蜜源与良好的气候条件，蒙山县成

为 养 殖 蜜 蜂 的 天 然 基 地 ，养 蜂 量 位 居 广 西

首位。

随着竞争的加剧，品牌意识不强、产业链

条短、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一度导致蒙山

蜂蜜产业竞争力下降。

为推动蜂蜜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蒙

山县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为契机，充分

利用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优势，不断加大养蜂

产业扶持力度，找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契

合点，将乡村振兴“甜蜜事业”越做越大。

优质充足的蜜源是保证蜂蜜产量、品质

的前提，为此，蒙山县首先做好森林资源保

护，大力培育、种植蜜粉源植物，夯实蜂蜜产

业基础。

在蒙山镇甘棠村十万屯十万蜜意蜂场，只

见一只只蜂箱被摆放在一片高大的松树林下，

林下的小树树叶像鸭掌，因而被称为鸭脚木。

鸭 脚 木 蜂 蜜 是 蒙 山 最 富 有 特 色 和 竞 争

力的蜂蜜品种。“鸭脚木蜂蜜除了具有普通

蜂蜜清热、补中、解毒、润燥等功效外，还具

有发汗解表、祛风除湿的功效，深受东南亚

国 家 人 民 喜 爱 。”蒙 山 县 畜 牧 站 站 长 黄 灿

山说。

十万蜜意蜂场场长欧洪铭说，为了弥补天

然鸭脚木数量的不足，蜂场大力种植鸭脚木

树，去年就种了 800 亩，不仅提供了充足的蜜

源，还保持了水土。

“蒙山县培育成立蜜粉源植物苗木基地，

年培育蜜粉源植物 40 万株以上，可完成蜜粉

源植物种植（套种）1500 亩，建成 11 个 100 亩

以上的蜜粉源植物种植（套种）示范基地，扩大

了养蜂产业蜜粉源基础。”蒙山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陈柳良说。

在茶山水库附近的一处树林，摆放着 200

多只蜂箱。这是蒙山镇回龙村村民何林的蜂

箱。何林是一名残障人士，8 月底他把蜂箱

运到花粉丰富的桂林市，仅仅 1 个多月的时

间，回来就收获了 2000 多斤九龙藤蜂蜜，收

入超 5 万元。

“养蜂产业劳动强度不大，老人、妇女都

能养，很受山区群众的欢迎，因而迅速发展起

来。”长坪瑶族乡党委书记刘佐生说。

通过发展林下养蜂，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集

约利用，提高了林地资源利用率。蒙山县自然

资源局副局长张盛荃说，为进一步促进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蒙山县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统领，

统筹发展林下经济，建立了以蒙山镇、黄村镇

为核心的蜂产业发展区。

“经过授粉提高了植物结果率和单位林地

产出率，激发了农民群众护林造林的积极性，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推动林业快速发展，

实现近期得利、长期得林、以林养蜂、林蜂协调

的良性循环。”张盛荃说。

创新产业

刘荣军是黄村镇朋汉村的养蜂带头人，家

里世代养蜂。近段时间，他每天发货量达百单

左右。

“我现在一年能销售 12 万斤左右的蜂蜜，

解 决 近 300 名 农 村 劳 动 力 就 业 问 题 。”刘 荣

军说。

发展养蜂产业，除了蜜源，还需要资金和

技术。刘荣军认为，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技术

上的支持，对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记者了解到，蒙山县是广西唯一的全国农

村综合性改革试点县。通过依托改革试点，蒙

山县整合投入 1500 多万元的专项资金，推行

“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入农户和导入技术，分别

采取“先建后补”“企业赊销”“合作社托养分

红、跟班学习”等方式精准帮扶养蜂户，农户每

养一群蜂可获得补贴 300 元，每户最高补贴

5000 元。

同时，蒙山县还将中央财政补助的 500 万

元资金用于支持蜂产业发展高效优质示范区

建设，举办养蜂技术示范推广培训，加强蜂产

业科技支撑。

“蒙山建立了以广西养蜂站等企事业单位

为主体，县、乡、村三级联动的科技服务支撑团

队，为蜜蜂养殖户开展技术指导与培训服务。

平均每年举办 3 期蜂产业工作培训班，开展

6 次 至 8 次实地学习培训活动，累计培训 500

人次以上。”陈柳良说。

为了提升联农带农成效，蒙山县积极培育

和扶持一批蜂业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截至

2022 年底，蒙山县有养蜂专业合作社 12 家、蜜

蜂 加 工 企 业 2 家 ，200 群 以 上 的 规 模 养 蜂 场

243 个。

蜂蜜行业按照“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实行标准化管理，统一养殖蜂种和技术

管理，统一采购蜂具、蜂药和蜂饲料，统一包

装销售，套种蜜粉源植物，增加蜜粉源供给，

建设连接两广面向全国的蜜源基地，推进养

蜂产业实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化

经营。

此外，蒙山还创新构建“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机制，利用集体资产、集

体场地投入发展蜂蜜产业，将集体经济投入的

资金折股量化并发放股权证书。

“甘棠村推动 28 户村民将 870 亩蜜源植物

生态保护林入股蒙山县蜂源种养场，通过‘订

单收购+分红’模式养蜂 5000 多群，入股蜂源

种养场的村民每年可获得 2.62 万元山林入股

分红。”蒙山镇党委书记王运方说。

通过采用“订单收购+分红”模式，带动全

县蜂农总收入增长 18.9%，提升了蜂农经济收

入水平，让蜂农踏上了“甜蜜”致富路，推动蜂

蜜产业成为特色优势产业和农业农村经济新

的增长点。

品牌发展

智能拍摄蜜蜂工作状态并统计出蜜蜂实

时进出蜂箱数量，自动感知传输蜂箱重量，测

定蜂箱温度和湿度⋯⋯在十万蜜意蜂场的电

脑上，记者看到智慧蜂场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这些数据都很有用，进出蜜蜂数量突然

降低，就能对蜂群是否有疾病产生预警；蜂箱

重量递增情况反映产蜜是否正常，达到一定

重量就可以开箱，减少人工查看环节；而温

度和湿度一旦偏离正常值，就可以采取

措施进行干预。”欧洪铭说。

为推动产业智能化，蒙山县构建

集智慧蜂场建设、智能装备研发、蜂产

品质量安全控制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

蜂业关键技术 体 系 ，提 出“AI+物 联

网+蜂产业 链 ”的 技 术 服 务 模 式 ，引

入 国 家 蜂 产 品 质 量 安 全追溯系统，

推动首批 15 家蜂场入驻，发放入市溯源

码 2 万张，辐射 4000 群蜂。

智慧蜂场建设实现了远程控制、安全生

产、智能预警和综合管理，而推进产业融合、延

伸蜂蜜产业链条，是蒙山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

又一举措。

在 蒙 山 县 长 寿 食 品 加 工

园纯香食品有限公司展示中心，

记者看到各种蜂蜜产品摆满货架，在

展 示 中 心 一 角 ，主 播 正 在 直 播“ 带 货 ”。

“公司是从种植百香果起家的，如今发展蜂蜜

产业，就是要把两者结合起来，生产出专供全

国奶茶店的百香果蜂蜜饮料。”公司负责人江

自庆说。

如今，蒙山县正大力打造蜂业深加工园

区，逐步形成蜂王浆、蜂面膜及复合类蜂产品

集群基地，推动产业由单一传统食品向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和医疗保健品领域延伸，稳步向

化工、医药、添加剂等行业拓展，提高蜂产品附

加值。

同时，蒙山县还扎实推进“蜂+N”融合发

展，建设“蜜意小村”“蜂情小镇”，因地制宜构

建蜜蜂培训中心、蜜蜂大世界、蜂疗养生体验

园、旅游观光园等功能区，建成集蜂产品生

产、科普、销售、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蜜蜂科

技馆，积极打造生态、旅游、养生、休闲、科普

等新兴业态，提升蜂产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

价值。

此外，针对蜂蜜市场良莠不齐、造假添假

行为对产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问题，蒙山县

提高品牌意识，鼓励企业申请产品认证，打造

区域公共品牌。

目前，蒙山县先后打造了“富醇香”“蒙

情 蜜 忆 ”“ 延 益 ”“ 那 巢 蜜 ”“ 橄 泉 ”和“ 瑞 旭 ”

6 个 蜂 蜜 产 品 商 标 。 2022 年 ，“ 蒙 山 鸭 脚 木

蜂蜜”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第三批“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富醇香”品牌鸭脚木蜂蜜在

2023 年获得绿色认证，那巢蜂蜜产业示范区

也已通过县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认定，蜂

蜜 产 业 不 断 凸 显 品 牌 效 益 ，增 强 市 场 竞

争力。

蒙 山 酿 出蒙 山 酿 出““ 甜 蜜 事 业甜 蜜 事 业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童童 政政

初冬时节，漫步位山黄河公园，平坦整

洁的道路蜿蜒伸展，水面微波荡漾，木栈道

游人如织，“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白鹭、

灰鹅等国家珍稀鸟类频繁光顾。

位山黄河公园曾是位山灌区的沉沙池

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揭不开锅”⋯⋯

这曾是多年前沉沙池区群众生活的真实

写照。

如今，这里实现了从“遍地流沙”到“绿

水青山”再到“金山银山”的蝶变，成为风景

如画的国家水利风景区和国家 3A级景区。

作为全国第五大灌区、黄河第二大灌

区、山东省最大的灌区，位山灌区是引进

与配置黄河水资源的主要工程，承担着

引黄济津、引黄入冀补淀跨区域调水的

重要任务，多年来向天津、河北地区供

水近 200 亿立方米。

引黄必引沙。位山灌区在长期

造福百姓的同时，每年有大量泥沙堆

积，导致沉沙池区土地次生沙化失

调、生态脆弱、土地贫瘠，形成了这

一占地 3.5 万亩的全国最大的沉

沙池区，池区涉及 4 个县（区）、5 个

乡镇、92 个村庄、8.6 万人，其中绝

大部分面积位于聊城市东阿县境

内，一度造成了区域性贫困。

2016 年，聊城市把位山灌区沉沙池区

列为全市四大扶贫片区之一，形成了沉沙

池旅游扶贫开发项目规划，按照“政府政策

性主导、社会多元化投资、产业市场化运

作、突出水文化特色”的生态治理模式，探

索出了沉沙池区泥沙高地覆淤还耕技术。

通过把池区清淤堆积的泥沙平整成高地，

达到设计高程后，再覆盖原状土，然后配套

水利基础设施还耕于民，还耕面积约 2000

亩，变泥沙为沃土良田。

如 今 ，建 成 的 沉 沙 池 区 一 期 旅 游 项

目 ——位山黄河公园，带动特色种植、民

宿、农家乐、乡村采摘、观光旅游等产业发

展，助推沉沙池区乡村振兴。

东阿县把位山灌区沉沙池区作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的重点，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建设了 1.2 万余亩的生态

修复提升项目，规划了黄河沉沙池水体防

护区、多彩农林区、湿地保护区等板块，有

效控制了沉沙池区土壤沙化、水土流失，成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典型。

沉沙池区旁边的东阿县刘集镇北崔村

走上生态发展之路。2002 年，北崔村开始

发展黄金梨产业，目前种植面积达到 2300

亩，涵盖黄金、秋月、新高、晚秀、华山等优

质品种。这些枝繁叶茂的梨树不仅进一

步固住了风沙，涵养了水源，改善了环境，

还大幅增加了群众收入，每亩净收益达到

1 万余元。“现在我们村大部分的人都种梨

树，我们的梨不仅卖到北京、上海、济南，还

出口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意大利等国

家。”北崔村党支部书记曹兴民说。

东阿县深挖造林空间，大力实施“一村

万树”行动，依托村民房前屋后、院内沟旁

等闲置地块发展经济林木，建成“枣树村”

“石榴村”等“生态村庄”76 个，人均增收

1000 余元，全县经济林面积达 1.9 万亩，林

果年产量达 3.02 万吨。

目前，东阿县全县林地面积达 16.95 万

亩，林木绿化率达 22.78%，黄河沿岸森林

覆 盖 率 达 48% 。 成 功 创 建“ 国 家 森 林 城

市”，黄河东阿段实现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

湖建设全覆盖，打造了独具特色的黄河百

里生态长廊。

丰富的林木资源为东阿发展新型建材

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位于东阿经济开发

区的东阿县新型建材产业，拥有规上企业

35 家，建材产品远销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型建材产业集群被评为市级特色产业集

群，2 家企业被认定为山东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兴隆村的环境大变样，不但没有了尘

土飞扬，而且出门就是湖泊，满眼都是绿

树。”兴隆村党支部书记李尚龙说。

“兴隆村距位山黄河公园只有 500 米，

有不少村民在公园里工作。现在，我们村

不仅富裕了，环境也变好了。”兴隆村 74 岁

的村民庄彦树说，他的儿媳妇也在位山黄

河公园里打工，最多时每月能赚 4000 元。

今年 30 出头的周润秋是一名硕士研

究生。2021 年，她回到家乡太平新村后当

选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两委大力发展林

下经济、锦鲤养殖等产业，为农业经济带来

新效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原本在外打工的裴海涛夫妻也回到家

乡，利用村里废弃坑塘开展锦鲤养殖，通过

“鱼菜共生”模式建立了集锦鲤养殖、电商

销售和观光垂钓于一体的融合产业，年收

入达到 20 多万元。太平新村还发挥村庄

临沙傍水的自然优势，与旅游公司开展合

作，共同打造露营基地，将研学教育、亲子

休闲、果蔬采摘等项目有机结合，成就家门

口的“诗和远方”，让太平新村的乡亲们吃

上了“旅游饭”。

遍地流沙“变身”黄河公园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日前，2023 年（第十批）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公布，安

徽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江苏

洪泽古灌区、山西霍泉灌溉工

程、湖北崇阳县白霓古堰 4 个

工程全部申报成功。至此，我

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达

34 项，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

所有类型。

我国是世界上灌溉工程遗

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

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翻山越

岭的渠系、结构精妙的涵闸、设

计巧妙的堰堤，都是古人巧妙

利用自然地形地势、水源条件、

生态环境等创造性地设计建造

而成，蕴含着因势利导的治水

智慧。

我国是农业古国，也是灌

溉大国。一座座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是我国水利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至今依然为灌良田、护

安澜、兴产业提供着有力的支

撑。比如，位于江苏省淮安市

洪泽区境内的洪泽古灌区，始

自东汉，延续至今，灌区控制灌

溉面积达 48.13 万亩，是区域农

业生产、防洪安全、社会安定的

重要保障。

灌溉工程遗产是我们研究

传统灌溉科学经验和治水智慧

的宝库，是现代水利建设最直

观的范例 。 水 系 连 通 是 保 持

水 生 态 系 统 健 康 的 重 要 举

措。今年入选的七门堰调蓄

灌溉系统充分利用湿地形态，

有机串联起塘、荡、沟、渠，涨

水排、枯水补，形成循环畅通

的水生态系统。霍泉灌溉工程则多利用自然河道

引水，既减少了对自然的干扰，又发挥了对河流生态

补水的作用。

沿用至今的灌溉工程遗产承载着灿烂文明，具

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确保灌溉工程遗产

持续焕发生机，相关部门要摸清“家底”，建立完整的

档案管理制度，编制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

加大投入，探索长效管理运行机制，高质量保护好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

要不断挖掘灌溉工程遗产所蕴含的科学价值、

工程技术价值、文旅价值和生态价值，使之成为支撑

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持续造福灌区

人民、服务地方发展。

还要进一步完善水利博物馆、推进现场水文化

展示工程，为灌溉工程遗产保护和传承提供重要载

体，让更多群众更好地认识灌区、了解灌区，参与到

保护灌区的活动中来。

传承了不起的中国治水智慧

吉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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