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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大水库的密云践行“两山”理论，将养蜂产业打造成“甜蜜”的富民产业

北 京 的“大 水 缸 ”，也 是 个“大 蜜 罐 ”

本报记者李斌、丁静、陈钟昊

天安门向东北 90 多公里，华北地区最大水
库、北京“大水缸”密云水库烟波浩渺、群鸟飞翔，一
幅秀美画卷。水库周边，燕山环抱中的村庄山花烂
漫、瓜果飘香。很多人不知道，作为首都生态涵养
区，这里常年孕育的 11 . 5 万群小蜜蜂，使至少有
300 年养蜂史的密云成为北京最大的“天然蜂场”，
成为“甜蜜之地”，集种业、养殖、深加工、授粉、旅游
等为一体的养蜂产业链成为真正的富民产业。

在因水源保护而退耕禁牧、发展受到诸多限
制的背景下，这份“甜蜜事业”是如何越做越有滋
味的？当地群众是如何从中找到“小康密码”，将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5·20”世界蜜蜂
日到来前夕，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深入北京密云
的村镇进行调研。

“以前靠山吃山把山吃穷，现在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月，正是密云花开如诗的季节。万木葱茏的
山坡上，知名的、不知名的花睁开了眼，连成片，汇
成海。日头渐高，温润的山间蔓延着栾树、洋槐的
花香，有的淡雅，有的浓郁，令人心旷神怡。

60 岁的蜂农杨奇早早就上了山，他的 300 多
箱蜜蜂正处于繁殖和采蜜的高峰期，需要料理的
事情很多。

务过农、在砖厂干过的杨奇特别喜欢蜜蜂，从
1986 年开始养蜂：“开始十箱八箱的，当时没有农
药、病虫害也少，蜜蜂比较好养，至少比养个小猪、
小鸡的好，又不耽误干农活。那时候农村特困难，
粮食都不能自给，年年出去借粮……”

“记得那时候去南方转场，11月出发先到皖南，
火车一车皮装 600来箱蜜蜂，路上走一个星期。第二
年 5月中旬回来，一路上跨省过县，追蜂逐蜜……”
30 多年间，为了追逐花期，杨奇天南地北无休止地
奔波，因为蜂蜜价格不高、转地放蜂开销大，收入只
够一家人勉强度日。2004 年，他在放蜂途中遭遇车
祸，右腿落下终身残疾，左手神经受损……

“那时候我才 44 岁，除了养蜂什么都不会，如
果不继续跑就是个废人。”杨奇说，他硬撑着残疾
的身体，找朋友帮忙、雇人装卸，依然奔波在放蜂
路上。直到 2011 年，以前跟他收过蜂蜜的北京京
纯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东生邀请他到密云定
地养蜂，命运从此改变。

如今，杨奇养殖 300 多箱蜂，一年稳定收入
20 多万元。

停止奔波，是养蜂人梦寐以求的生存状态。密
云为什么能让养蜂人停下来呢？

密云位于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交界地带，四
季分明、三季有花，林木覆盖率高达 73 . 63%，自
古就是出产优质蜂蜜的地方。

这里 300 多年前就有养殖蜜蜂的记载，当地还
流传着乾隆去承德避暑时行至密云境内品尝“琥珀
蜜”的故事。据说，乾隆命名的“琥珀蜜”后来叫作“潮
河白蜜”。据《密云县志》记载：“1921 年密云县产潮
河白蜜已很有名，在北京永丰蜜蜡行专售”。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密云养蜂业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支撑，出产优质蜂蜜的传统代代相传。

20世纪 50 年代前后，密云蜂农首先发现蜂
胶的作用，并开始收集。50 年代后期，密云农村开
始集体养蜂，养蜂技术和蜂产品质量逐渐创出名
气。1973 年，全国养蜂生产交流会在密云召开，各
省区市和商业部等部门的 152 人来到密云研讨养
蜂事业。会议向全国推广了密云的养蜂经验，还首
次提出生产蜂王浆和蜂花粉的方法。

《密云县志》记载：“1950 年已有蜂 800 群，年
产蜜 0 . 7 万公斤。1959 年有蜂 3102 群，产蜜 3 . 3
万公斤。1960 年将中华蜂从泥桶式蜂巢过渡到蜂
箱内饲养，并开始生产蜂王浆和蜂毒，年底蜜蜂发
展到 5139 箱，产蜜 7 万公斤，王浆 55 公斤，蜂毒
1121 克…… 1978 年全县有蜂 13766 箱，产蜜
56 . 9 万公斤，是产蜜最多的一年。1982 年开始生
产蜂胶……”

20世纪 80 年代，随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的家庭经营体制确立，集体所有的蜂群被承包到
户，极大地调动了蜂农的积极性。密云的养蜂规模
逐步扩大。

1985 年，密云水库的功能由防洪灌溉转为向
首都供应生活用水，县域 70% 的区域被划为水源
保护区。为保护“生命之水”，密云县在 1987 年提
出“建设生态县”。2005 年，密云被确定为“首都生
态涵养区”，水库保护等级不断提高，核心保护区
范围内退耕禁牧，大量村民搬迁。

“水库要保护，农民要吃饭。”密云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蒋学甫说，密云人曾苦苦求索发展之
路。密云“八山一水一分田”，发展种植业没有优
势。为此，历史上密云曾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
一度占农业比重接近 70%，但为了保护密云水
库，全区畜牧业必须大量关停，转型迫在眉睫。

密云到底应该如何发展？怎样才能把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人们再次发现了蜜蜂的价
值——养蜂不占耕地、不伤环境，产业链条还很
长。蜂蜜、蜂王浆、蜂花粉等产品能带来直接收入，
围绕蜜蜂文化能开发文创产品、旅游项目，蜜蜂授
粉还能促进农作物增产、生态平衡。

6 月是荆条花盛开的季节。荆条花能大量、稳
定流蜜，是很好的蜜源植物。

“密云的主要蜜源植物荆条在全区均有分布，
集中分布面积达 37 . 2 万亩。”密云区园林绿化局
蜂业管理站站长罗其花说。她是密云区为发展养
蜂业专门引进的“蜜蜂博士”，她带领团队调查发
现，密云区在现有生态环境基础上，逐年增加蜜粉
源植物种植，已有粮油植物 30 万亩、果树植物 45
万亩、野生蜜粉源植物 201种，可以承载蜂群 16
万群以上。

“现在的蜜源植物特别好！以前靠山吃山，把
山吃穷了，蜂子都养不住。现在明白了，这绿水青
山真是金山银山。”杨奇说，现在自己对养蜂信心
很足。2018 年，他还在合作社支持下，参与研发了
文字巢蜜产品，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有了科学支撑，步履就更加坚定。多年来，密云
坚持将蜂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扶持发展，建成国家级
蜂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绿色无公害蜂产品生产基
地、西方蜜蜂良种繁育基地、成熟蜜生产基地……
形成了蜜蜂种业、蜜蜂养殖、蜂产品深加工、蜜蜂授
粉、蜜蜂文化和蜜蜂旅游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

如今，密云有蜂产品公司 2 家，蜂业专业合作
组织 25 个，合作社入社社员 1906 户，从业人员
4000 余人。密云生产的荆条蜜被原国家质检总局
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蜂产业发展的落脚点就是要百姓日子越来
越红火。”密云区园林绿化局调研员佟犇说，密云
的蜂蜜产量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年产 0 . 5 万公
斤、1990 年的 28 . 6 万公斤，跃升到目前的年产
300 万公斤以上，还年产巢蜜 113 万公斤、蜂王浆
和蜂胶等 19 万公斤；蜂农从 2004 年的 662 户，发
展到 2018 年的 2072 户，蜂产品年产值近 1 . 2 亿
元，专职养蜂户年纯收入可达 10 万元以上。

“几届政府都很重视养蜂，补贴政策

十多年连续稳定”

密云区太师屯镇白龙潭山灵水秀、叠潭垂锦，
相传这里有白龙久居深潭，广布细雨，为万民耕耘
造福，历经元代至明清几百年间的建设，古建林
立，香火旺盛。白龙潭景区入口处，一座深锁院门
的建筑竟然是清朝皇帝的行宫。当地人说，乾隆皇
帝在去往承德避暑山庄途中曾在行宫饮蜜解渴。

距行宫不到 500 米，就是密云区最大的养蜂
合作社之一——北京京纯养蜂专业合作社。

“京纯，京纯，就是要做纯粹、纯天然的蜂蜜。”
京纯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东生说，原来各个
生产队都有集体养蜂的，小舅舅家养蜂，后来给了
父亲两群，“蜜蜂多了之后，父亲一次挑一百五六
十斤蜂蜜，挑 20 多里地，走小路到镇上，卖给供销
社，6 毛钱一斤。”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蜂蜜不再是供销社专
营。王东生从 1993 年开始收蜂蜜，“当时市场上的
百花蜂蜜，就是供销社体系的。我认识一个业务科
长后来自己干了，我就给他供应。也吃过亏，有一
次就赔了 3 万块钱，收了一车假蜂蜜……”

20 多年前，密云山里人酿的蜂蜜花香浓郁、
口感甜润，按现在的标准说，都是波美度 42 度以
上的优质成熟蜜。但后来市场上出现了用玉米糖
浆等勾兑的假蜜，消费者难辨真假追捧廉价产品，

造成蜂蜜价格连年下滑。
“好蜜卖不上好价，必须改变了！”2004 年 11

月，王东生联合 47 户蜂农成立合作社，“那时候开
始进行有机认证，可以提高蜂蜜单价，还弄了一条
流水线，自己灌装去卖。”

2005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首
次将蜂业纳入了畜牧业产业体系中。中国蜂产品
协会随后发布《全国蜂产品行业“十一五”发展规
划》。密云区政府顺势而为，强化政策扶持、技术指
导，促进产业升级。

政策连续稳定——
近年来，密云出台了一系列养蜂的惠农政策。

对蜂农养蜂、建设摇蜜车间等进行补贴；政府出资
聘请养蜂能手“30 分钟到现场指导蜂农”；创建蜜
蜂医院诊治常见病情……

值得一提的是，2014 年 6 月，作为一种创新
险种，北京蜂业气象指数保险工作正式在密云区
试点实施。截至 2019 年底，这一险种已在密云、昌
平、怀柔、平谷、门头沟等区实施，累计承保蜂群
17 . 56 万群，参保蜂农 1873 户次，累计赔付数量
2 . 1283 万群，累计赔付金额达 203 . 11 万元，极大
调动了低收入户养蜂的积极性，切实解决了低收
入户因极端天气造成无收成的后顾之忧。

“我接触过的密云区近几届政府，都对养蜂非
常重视，补贴政策十多年连续稳定。”原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蚕业蜂业管理站站长刘进祖说，政策连
续性对养蜂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投入不断加大——
“从 2006 年开始，密云对养一箱蜜蜂补贴

300 元钱。近年来补贴力度不断加大，最高的时
候，一箱中华蜜蜂补贴 900 元，西方蜜蜂补贴 700
元。”罗其花说，这个补贴力度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据密云区园林绿化局介绍，通过 30多个项目的
分级扶持，密云区对蜂产业累计投入资金已近亿元。

机构逐步健全——
2008 年，密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

专门为合作社解决“烦心事”，提供“好思路”。2012
年，当地园林绿化局蜂业管理站成立，蜂产业进入
了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的发展阶段。2015 年，密
云区建成北京西方蜜蜂育种中心，每年可培育高
产蜂王 2000只，全部免费发放给蜂农，推动全区蜜
蜂良种覆盖率达 90%。2018 年，密云区成立推进蜂
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主管区长任组长，推动各项
工作落实落细。2020 年，密云区成立蜂产业高质量
发展工作组，由负责蜂产业发展工作的区领导任
组长，促进密云蜂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产业链越来越长——
2011 年，京纯养蜂专业合作社投资建成“蜜

蜂大世界”产业园，向社会开放蜜蜂科普教育资

源，每年可实现旅游收入 200 余万元。
蜜蜂大世界前面，两只巨大的黄色蜜蜂

“站”在两个 10 吨的大型蜂蜜桶上……目前，伴
随太师屯镇蜜蜂大世界文化产业园区、高岭镇
奥金达蜜蜂主题公园等园区的建设，密云区蜂
产业年接待游客量将超过 5 万人次。

在政策推动下，京纯养蜂专业合作社实现
快速发展：从最初的 47 户发展到 800 多户，形
成了“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

“去年合作社收入 3200 余万元，未来的发
展不可限量。”王东生说，合作社参与申报的“北
京森林蜜蜂特色小镇”已经通过审核，成为全国
首批 50 个国家森林小镇建设试点单位之一。

“‘蜂盛蜜匀’，要让人们想到纯正蜂

蜜就想到密云”

虽然遭遇疫情，密云的养蜂合作社、养蜂基
地 3 月就已全部复产复工。

4 月底的一天，凌晨 4 点，35 岁的“蜂二
代”刘金良早早就开始工作了。他要和父亲刘云
忠把 250 多箱蜜蜂搬上放蜂车，拉到密云周边
其他地方去采蜜。

“有了放蜂车，转地放蜂不是难题了。”刘金
良说，2019 年他在政府扶持下，成为北京第一
批定制养蜂“房车”的蜂农——一辆大货车改装
后，车厢“顶格”安装了密密麻麻的架子，可把蜂
箱放在架子上，用车拉着到处跑，省了装卸，车
上还可以住宿，不再风餐露宿……

新技术、新政策、新蓝图正成为密云吸引新
一代养蜂人“回巢”的得力手段。

2012 年，杨奇的儿子杨新宇退伍回家，在
父亲的蜂场大力推动“改革”，引入多箱体养蜂，
开展巢蜜制作。

“我们这代人思维比较活跃，有新鲜的东西
就想尝试。”杨新宇说，自己还想再扩大蜂场规
模，学习国外先进技术，通过机械化养殖提高效
率、降低劳动强度。

2014 年，王东生的儿子王唯伊大学毕业返
乡做“村官”，密云区有意安排他支援父亲的事
业，现在他已是北京蜜蜂大世界总经理。王唯伊
申请扶持资金，开发了养蜂大数据平台，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智能农业技术研究
室合作建成蜂产品溯源体系，通过手机就能查
到蜂蜜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疫情影响了今年蜂蜜的销售，我想组建线上
销售团队，通过直播带货提升人气。”王唯伊说。

2015 年，开过矿、做过生意的郭小力和朋
友开车路过河北，在一棵柿子树树洞里发现了
野生中华蜜蜂，独特的蜂蜜口感引起他的浓厚

兴趣，从那以后踏上了寻找、保护中华蜜蜂的道
路。在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34 岁的郭小力在
密云区冯家峪镇成立了北京保峪岭养蜂专业合
作社，发动农户养殖中华蜜蜂，专做一年只取一
次的自然成熟蜜，还在西口外村几百米高的崖
壁上挂上蜂箱，生产崖蜜。

“因为政府支持，我用 4 年时间走完了别的
企业 10 年才能走完的路。”郭小力说，加入合作
社的农户已从最初的 21 户发展到 400 多户，20
年前在密云濒临灭绝的中华蜜蜂种群恢复到 1
万多群，一年一采的崖蜜割蜜节成为一景。未来
冯家峪镇还将建设“中华蜜蜂旅游观光园区”。

“对于蜂产业未来发展，我的想法很多！”刘
金良说，自己返乡创业的初衷就是通过科学技
术改变父母那一代养蜂人的生存状况。未来，自
己还想实践多箱体养殖，学习免移虫取浆技术，
提高蜂王浆的生产效率。

2019 年，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密云区蜂产
业相关报告上批示“蜂盛蜜匀”，为密云区的蜂
产业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我们不仅要通过养蜂致富，更要让蜜蜂成
为促进自然与人和谐的‘月下老人’，成为密云
打造生态涵养区的标识。”蒋学甫说，现在蜂产
业直接收入 1 . 2 亿元，在密云区大农业总产值
中的占比还不高，下一步要升级，打造“中国高
端天然成熟蜜”。

技术升级——推动多箱体养蜂，一箱等于
过去几箱，提高蜂蜜质量和产量。

标准升级——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密云地
方标准，让密云区无假蜜或劣质蜂蜜。

品牌升级——创建密云区蜂产品证明标
章，打造“密云蜂业”品牌。

“推出特色高端产品，一靠质量二靠营销。”
密云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主任马士强
说，通过线上营销、线下体验，密云将在品牌宣
传上下大功夫。近期，密云区向全国征集了“密
云蜂业”的标识，希望将这个品牌在全国打响。

“从‘标准化基地’到‘成熟蜜基地’再到‘蜂
旅一体’，我们希望密云成为北京蜂业发展的一
个窗口。”中国养蜂学会秘书长陈黎红说，密云
的养蜂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蜂盛蜜匀”就是
要让人们想到纯正蜂蜜就能想起密云。

红红火火的蜂产业在带动低收入户致富中也
显出独特作用。“发展养蜂是决战脱贫攻坚、实现
全面小康的一条捷径。”刘进祖说，只要养得好，
200 群蜂一年收入 8 万至 10 万元是很正常的。

2016 年，蜂产业脱低开始在密云区广泛实
施。2017 年，养蜂扶贫的“密云模式”被写入国
家标准。密云蜂蜜产业的不断发展，还带动了河
北一些市县的贫困户参与养蜂、脱贫……

“我们这是水源地，保水是头等大事，近些
年不许再搞养殖，就在想怎么扶持一个产业，让
老百姓常年有一个固定收入。”冯家峪镇党委副
书记郭嘉说，当地林木覆盖率高，养蜂最合适，
加上区里有资金、技术上的支持，在合作社带动
下，养蜂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我们给低收入户免费发放蜂箱、蜂机具、蜂
群，安排技术人员一对一培训、帮扶，遇到灾年还
发放白糖等应急物资。”密云区大城子镇聂家峪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王海东说，通过一年多的发展
目前村里已饲养意大利蜂 400余群，自主蜂蜜品
牌“大城聂家峪”已上市销售。2018 年，聂家峪村
94户 152名低收入人口全部脱低致富。

“养蜂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都能干的。今
年是脱贫攻坚最后一年，我们想通过建设规模
化蜂场带动更多低收入户脱低致富。”佟犇说，
规模化蜂场由第三方管理，规范化运营，收益分
给低收入户，也可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不把养蜂致富的事干出点名堂，我就不走
了。”王海东说，2020 年 1 月，他作为聂家峪村
第一书记的任期已经结束了，但还是决定继续
留下来，养蜂的事儿有干头！

“这活比以前干农活轻松多了，钱也挣多
了。2018 年起我还在合作社做技术指导，带动
40 多户一起养蜂，合作社每月给我 2000 元
钱。”50 多岁的冯家峪镇村民张兴全一家三口
人两亩地，靠种玉米、打零工一年收入 1 万多
元，五年前开始养蜂，从 20 群蜂开始养起，不断
扩大，过去几年年收入最多时达 13 万元，最少
也有 3 万元，“今年收入如果可以，想把五间平
房修一下。”

尾声：
密云，只是北京市蜂产业的一个缩影……
数字是枯燥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记

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目前，北京全市蜜
蜂饲养总量达到 27 . 76 万群，蜂蜜产量 1000
万公斤，全市共有蜂业专业合作组织 71 个，蜂
业产业基地 61 个，养蜂年总产值 1 . 9 亿元；蜂
业企业达 37 家，蜂产品加工总产值超过 12 亿
元，出口创汇超过 1800 万美元。北京已有 1 万
户农民通过从事养蜂行业走上致富路，养蜂户
年最高收入可达 34 万余元……

作为致富产业，北京近年来连续实施养蜂
精准扶贫工程，在密云、平谷、门头沟等区筹建 5
个养蜂专业村，选取 1000 户低收入农户实施重
点帮扶，为重点帮扶对象免费发放蜂群 5000
群、新蜂箱 2 万多套、蜂胶采集器 1 万套、各类
科普读物 3 万多本……

“未来，北京蜂产业将着力推进组织管理、市
场营销、技术推广、质量安全、社会化服务、蜂文化
科普等 6 大体系建设，使全市蜂业技术推广体系
更加完善、产业富民体系更加发达、蜜蜂文化体系
更加繁荣，实现首都蜂产业的经济、生态、社会效
益的综合提升。”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负责人说。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密云，是首都

重要饮用水源基地。走进密云，一系列

“想不到”扑面而来：

——想不到，这块土地 300 多年前

就有饲养中华蜜蜂的记载，乾隆都曾驻

足品尝过这里的“琥珀蜜”；

——想不到，20 世纪 70 年代初农

林部在这里开过全国养蜂生产交流会，

密云县被评为全国养蜂先进县，就在那

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生产蜂王浆和蜂

花粉的方法；

——想不到，这里 2000 多户蜂农一

年产蜂蜜、巢蜜、蜂王浆和蜂胶超过 450

万公斤，是改革开放之初的 7 倍以上，蜂

产品年产值近 1 . 2 亿元，专职养蜂户年

纯收入 10 万元以上，有的蜂农还开上了

定制的“房车”养蜂；

——想不到，在这里蜜蜂为农作物

授粉，每年就直接促进果蔬增产效益达

8 亿多元，生态价值不断凸显；

——想不到，这里不仅建成国家级

蜂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在全国率先启

动了蜂业气象指数保险，养蜂扶贫的“密

云模式”更被写入国家标准推广……

——想不到，作为助推首都精准扶

贫的特色优选“空中生态产业”，北京已

有 1 万户农民通过从事养蜂行业走上致

富路，养蜂户年最高收入可达 34 万余

元……

小图：密云蜂农杨新宇向记者展示他养殖的蜜蜂（4 月 15 日摄）。 新华社发（陈钟昊摄）

大图：在北京密云区冯家峪镇西口外村，养殖户在山崖上采集崖蜜（5 月 20 日摄）。 新华社发（李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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