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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区

股票

看空
上海证券：
上证周五收一根中阴线，成

交量较前几日继续萎缩，勉强收

于5日线上方，短期调整大盘有继

续下跌的可能。在近期大盘深跌

之后，处于整体的调整格局，成交

量持续萎缩，弱势局面难有明显

改观。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

下，而且新股发行即将重启，将继

续给资金面增加压力。投资者应

继续观望为主，不宜进行操作。

期货

浙商期货：
周五国内期市涨跌互现，其

中pta弱势跌停，下游开工逐步回

升，采购积极性有所提升，但库存

压力仍在，且 PX 库存压力暴发，

导致价格崩溃，持空头思路。油

脂类大幅回调，上涨趋势破坏，库

存压力限制涨幅，预计高位震荡，

关注外盘油脂走势。另外天胶先

跌后涨，下方均线支撑较强，持短

多思路，关注库存状况和3月的下

游轮胎消费。石化出厂价格调

涨，塑料弱势反弹，虽然农膜生产

步入旺季，但备货需求一般，短期

线性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建议逢

高建空。

（分析师观点仅供参考，不构

成投资建议）

（陈成成）

早盘两市低开低走，盘中在券

商的拉动下小幅回升，随后大盘震

荡调整，权重股集体表现低迷，沪

指盘中多次逼近 2000 点整数关

口；创业板盘中最高涨近1%；盘中

突然传出央行叫停网络虚拟信用

卡的消息，中信银行一度跌停。午

后权重集体低迷，大盘走低，沪指

跌破 2000 点，随后大盘低位震

荡；临近尾盘，在券商、地产的拉动

下，权重回升，大盘反弹，沪指重回

2000点上方。截至尾盘，沪指报

2004.34点，跌14.77点，跌幅为

0.73%，成交 699.26 亿元；深成

指报7239.06点，跌80.23点，跌

幅为 1.10%，成交 912.57 亿元；

创业板报1434.02点，跌0.20%。

■记者 陈希林 实习生 江芳/文
记者 许良钦/图

说起湖岭桂峰，人们第一印象就

是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第二感觉则

是山区发展难。而近两年来，桂峰30

户养蜂户在山上养着中华土蜂，生产

正宗野生蜂蜜，走出了一条甜蜜致富

的道路。

近日，记者来到这里，走访了被

“甜蜜事业”包围着的蜂农们。

桂峰位于西部山区，这里的人们面临生产难、创业难的困惑。但近两年来，这里近30户养蜂户在山上养着中华土
蜂，生产正宗野生蜂蜜，走出了一条甜蜜致富的道路。

接下来，桂峰社区还以专业合作社为依托，通过免费发放蜂种、蜂具等方式，不断发展壮大养蜂业，努力把养蜂业
打造成为桂峰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驱车入桂峰，山路蜿蜒

曲折，崇山峻岭之间，溪流

潺潺，野花馥郁弥漫，养蜂

能人杨益辉的蜂场就在这里

的山林中。

在这里，十余只蜂箱一

字 排 开 ， 有 方 的 ， 也 有 圆

的。三月的阳光正好，蜜蜂

纷纷飞出来“露脸”，成群结

对飞往附近的山田里采集紫

云英花蜜。

杨益辉今年 60 岁，是桂

峰社区元底村人，已有近 40

年的养蜂历史。

记者小心翼翼地从一排

蜂箱前走过，在不远处驻足观

看，杨益辉正戴上有防护网的

斗笠和老花镜，半蹲着轻轻拿

掉压在蜂箱顶部的木板，小心

翼翼地抽出一张爬满蜜蜂的

蜂箱板，细心地把里面的一些

不洁物清理掉，再将蜂箱板小

心翼翼地放回蜂箱里，如此这

般约摸十余分钟。

杨益辉家门口有 13 个蜂

箱 ，每 个 蜂 箱 有 1 万 多 只 蜜

蜂。“蜜蜂的繁殖能力惊人，蜂

王一天可产卵 2000 至 3000

只，过了 16 天就可孵化出幼

蜂。”杨益辉说起蜜蜂如数家

珍，他养的蜂都是“中华蜜蜂”，

中蜂是我国的优良蜂种。

“ 桂 峰 平 均 海 拔 650

米，这里树高林茂，野花遍

岭，就像一串串的钱挂在树

上面，不去拿就浪费了。当

初选择养蜂，就是看中了蜂

蜜市场销量好，蜜源充足，

非常适合中蜂。”杨益辉的话

匣子打开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时，我

曾跟随堂兄弟学习养蜂，积累

了不少经验。”杨益辉说，他从

1974年开始养蜂，跟随堂兄不

停地追逐花期，按照季节气候

的变化，由南至北，再由北返

南，哪里有花儿开了就向哪儿

奔，足迹遍布江西、安徽、内蒙

古等大半个中国的地区。

正是因为去过许多地方，

杨益辉更是明白山区养蜂的

优势。“平原地区，花的品种单

一，蜜蜂采蜜的路程短，产量

相对较多。在山区，花的品种

繁多，百花盛放，生态环境好，

也许产量不太高，但品质却是

最好的。”

此后，杨益辉回到家乡

桂峰，这里才是最适合养蜂

的地方。

“1 月有油菜花，2 至 3 月

有油菜花和紫云英，4 月花较

少，5 至 6 月有瓜果花，8 月以

后有柴草花。到了 9 月份，花

儿又相对少了，11 月、12 月又

有柴草花。”桂峰有七八十种

花，杨益辉仿佛和蜜蜂一样，

对这些花儿倍加喜爱。

生态养蜂 甜蜜致富
桂峰农民养蜂前景好

像杨益辉这样的养蜂户，

在桂蜂社区有近 30 户。“元底

村 3 户，峰垟村 5 户，坳后村有

5户，河上垟村七八户，黄林村

……”桂峰社区干部金永斌一

一数来。

“现在，桂峰共有 300

多箱蜜蜂，按照每桶年产值

约 1500 至 3000 元计算，每

年全社区的蜂蜜产值就 50 至

100万元，这是桂峰山区农民

的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金

永斌说。

桂峰社区管委会主任李仁

坚告诉记者，2011 年，在桂峰

社区管委会的牵头下，当地成

立桂峰社区中华土蜂合作社，

着力打造“金鸡山中华土蜂”品

牌，并邀请养蜂专业技术人员

来给养蜂户进行指导，采用养

殖户自行养殖、加工和销售的

方式，促进养蜂事业的进一步

发展。“‘金鸡山中华土蜂’以其

纯正的品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

青睐，并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

况，前景很乐观。”李仁坚说。

值得高兴的是，为发展养

蜂事业，接下来，桂峰社区还出

资 6 万多元购买优质蜂种，分

给元底等 7 个村共 20 多户养

蜂户，计划在全社区逐步扩大

养殖规模，增加农民的收入。

“甜蜜事业”前景好

养蜂是门技术活，养了 30

多年蜂的杨益辉可谓是把蜜

蜂的脾气给摸透了。“蜜蜂最

怕潮湿了，一旦遇到连续不断

的阴雨天气，蜜蜂就会出现大

量死亡。”

杨益辉向记者讲述一些养

蜂的经验之谈，他告诉记者，养

蜂也是门技术活，不是随随便

便引来了蜂，就可轻而易举地

得到蜜，其中的奥秘也不少。

到了收获的时候，只需慢

慢拿出蜂箱板，用刷子轻轻地

将蜜蜂刷到蜂桶里，再将蜂箱

板放在刮蜜机里，一分钟就可

摇好一张板，香甜的蜂蜜就诞

生了。杨益辉说，他每年都要

摇十来次蜂蜜，花多的时候，

一周就可摇 1 次蜜，每箱可摇

蜂蜜2.5至3公斤。

谈起养蜂收益，杨益辉

说，蜜蜂和其他养殖不同，投

入成本不大，除了蜂箱和一些

固定材料投入，几乎不用其他

养殖成本。

老杨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按照保守计算，正常情况下，

每个蜂箱每年平均可产蜂蜜

7.5 公斤，如遇到天气好、花源

多的年份，一个蜂箱的年产量

可高达20余公斤，除去微小成

本，每箱中蜂能获利3000元。”

据了解，桂峰生产的蜂蜜

在市场上可卖到每公斤 200

元，而普通的蜂蜜，则只能卖

到每公斤20至30元。

“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

山区农民生活条件差、创业

难，养蜂不仅投入少，又能利

用本地资源，走出了一条发展

的新路。”杨益辉告诉记者，靠

着养蜂，不少农民和他一样，

收入稳定，慢慢走向“甜蜜”的

日子。

“ 我 养 的 是 正 宗 野 生 蜂

蜜，慕名前来购买的人很多，

基 本 上 不 需 拿 到 市 场 去 销

售。”杨益辉自豪地说。

微小投入效益佳

山花烂漫宜养蜂

杨益辉正在细心照料蜜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