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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杨浔

3 月里，桐城市青草镇永庭村草
长莺飞，金灿灿的油菜花满山遍野。
在一处油菜花地旁，一百多个蜂箱整
齐排开，头戴防蜂帽的养蜂人胡平弯
下腰，娴熟地打开蜂箱盖，取出蜂巢。
在他身边，蜜蜂成群飞舞，“嗡嗡”作
响。看着这些蜜蜂飞来飞去，胡平感
觉自己和它们一样，忙碌却甜蜜着。

每天清晨，胡平都要去蜂箱那边
走一圈，将蜂箱挨个检查一遍，仔细查
看蜜蜂生长和酿蜜情况，并及时将成
熟的蜂蜜摇出来。“蜜蜂娇贵，得用心

‘伺候’，这是个细致活。”胡平说话的
同时，一双被蜜蜂蛰得红肿的双手却
不停歇，灵巧地忙碌着，脸上也挂着甜
蜜的笑容。

“咱们桐城这个地方环境好，气
候宜人，采出来的蜂蜜质量特别好。
可惜的是，油菜花期马上要结束了，
留给我们养蜂人的时间只有十来
天。”胡平告诉记者，他正在收拾行
囊，准备开启跨越大半个中国的“追
花之旅”。

“大概 4 月初，我就要往北方赶
了，先去陕西。”胡平说，老家桐城是他
的一个“驿站”。

从事养蜂事业的 30 余年里，胡
平每年都要带着160多口蜂箱转场六
七次。家乡的油菜花期一结束，他便
启程，一路北上前往陕西咸阳、辽宁
大连，采刺槐花蜜，接着进入椴树产
地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一
带，之后深入辽西锦州寻找荆条，最
后带着蜜蜂去内蒙古给向日葵授粉，
待到 10 月再回到家乡桐城，采茶花
蜜。这一趟“追花之旅”近 1 万公
里，历时大半年。

漫漫追花路，给胡平带来了甜蜜，
他用“寻花作乐”形容自己像候鸟迁徙
般的生活。“一般每年走5个左右的蜜
源。一个花期，一箱蜜蜂平均能产50
斤蜂蜜。要是天气晴好，几十个蜜桶
一下就满了。”胡平满脸笑意地说，“虽
然辛苦，但看到摇出来的蜂蜜，接到顾
客们订购蜂蜜的电话，就像吃下了一
口口蜜，甜滋滋的。”

从最开始的几口蜂箱，到如今
160 余口蜂箱，400 万只蜜蜂每年给
他带来了 20 余万元的收入。这份

“甜蜜事业”，对胡平而言，是传承，
亦是坚守。

“我父亲也是养蜂人，从小我就
与蜜蜂作伴。20 岁时，我从父亲手
里接过了这项事业。半辈子过去了，
这些蜜蜂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早已习
惯了和它们相伴漂泊。”尽管年近花
甲，胡平依旧打算继续用汗水浇筑自
己心爱的“甜蜜事业”，“只要身体允
许，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养蜂人追花逐蜜

酝酿“甜蜜事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通讯员 余跃华）音乐班里，10余位
老人在老师的带领下吹拉弹唱；书
法班里，老人们聚精会神写下一撇
一捺……3月22日下午，岳西县冶
溪镇老年学校人气十足。

现年67岁的胡伟民是该校首
批学员，年轻时酷爱拉二胡。“以前
一个人在家照着乐谱练习，时常觉
得孤单、乏味。自从镇里开办了老
年学校，我们每周聚在一起相互请
教，还有专业老师指导弹唱新曲
目，让我切身感受到了‘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胡伟民说，如今他的
二胡越拉越好，被评为“优秀学
员”，还在自己所在村的教学点担
任音乐老师。

冶溪镇地处大别山腹地，近年
来，该镇紧扣“学得了”“学得好”目

标，立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
积极整合资源，加快老年学校规范
化建设，不断丰富教学内容与形
式，着力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实
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我们目前有音乐、舞蹈、书
法、美术等 5 个教学班，配备了
14 名老师，每周开 2 次课。其中
音乐班主要教学员唱黄梅戏、本
地民歌、现代红歌，舞蹈班主要
教学员跳广场舞，这两个班最受
欢迎。”该校常务副校长余召斌介
绍，为传承和保护省级非遗岳西
鼓书，学校还特别开设鼓书班，
邀请当地的非遗传承人担任教
师，进一步丰富特色教学内容。
今年，还将增设锣鼓班教授岳西
锣鼓曲，让这些特色文化在老年
学校的课堂上焕发新活力。

为方便偏远地区的老人学习，
该镇下设 11 个村级教学点，采取

“传帮带”模式进行教学。学员在
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由老师挑选
各班优秀学员按地域分布情况，分
配到村级教学点授课，让老人们既
当学员又当教员，教学相长。

此外，该镇还在老年学校旁建
立老年食堂，学员培训结束后，可
径直到老年食堂就餐。两个民生
工程紧密结合，既为老年食堂提供
稳定客源、扩大了老年助餐服务对
象范围，又让老人们学习和生活得
以兼顾，为老人们带来“一站式”省
心服务。

截至目前，冶溪镇老年学校共
有学员130余人，今年预计增收50
名学员。老年学校已成为当地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乐园”。

“老有所学”暖民心 银龄生活多“知”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卢向波
通讯员 杨卓燕 文/图）3 月 22 日
凌晨5时30分，宿松县汇口镇三兴
村 71 岁村民华国保像往常一样，
准时来到三江口观测长江江豚，开
启这一天的护豚之旅。

“快看，快看，那有一只江豚。”
华国保拿起专业设备，将长江江豚
逐浪戏水的画面录成视频，然后在

《长江江豚定点监测记录表》上填
写观测到的情况。在这一天的观
测中，从 5 时 30 分至 8 时 20 分，华
国保共观测到江豚27头次。

华国保介绍，从 2018 年开始
记录观测情况到 2021 年，八里江
段观测到的江豚头次基本平稳，每
天几头次或十几头次。2022年，特
别是 2023 年以来，他观测到的江
豚明显增多，每天都能发现几十头
次，且观测到的数量相对稳定。比
如2024年3月15日至3月22日，除
3月17日和20日因大雾天气影响
没有记录外，观测到江豚分别是28
头次、22头次、52头次、48头次、44
头次、27 头次。3 月 21 日，还观测
到幼豚6头次。

“3 月 22 日观测到的江豚，分
别位于三江口不同的方位，明显属
于三个种群。”华国保说，三江口是
长江两条支流与鄱阳湖出水口交
汇的地方，宿松县汇口镇镇名也因
此得名。三江口距离江西湖口县
城的水码头八里左右，古时这一江
段被称为八里江。

从小就在八里江江边长大的
华国保告诉记者，汇口沿线长江支
流水域较浅，成为长江中下游一处
天然的避风与休航港口，长江里的
大量水生物在此汇集生息憩息，其
中最有名的是江豚。上个世纪80
年代左右，这里的江豚成群。

“小时候对江豚司空见惯，后
来慢慢很少见到江豚活动。”华国
保说，长江十年禁渔之前，江豚遭
遇的最大危机是捕捞作业带来的
附带性伤害，特别是非法捕捞使用
的滚钩、迷魂阵等有害渔具，不但
会杀死大量鱼类，也会附带伤害到
江豚。

2018 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
华国保了解到江豚保护行动后，开
始成为一名江豚守护者。除非出
现恶劣天气，否则他每天都会准时
出现在三江口，察看有没有人违法
捕捞，同时记录江豚的情况。

这一坚持，便是6年。6年里，
他所记录的八里江段《长江江豚定
点监测记录表》，为全国多家江豚保
护协会或高校提供了研究江豚的
第一手基本信息。目前，这些信息
已被专业人员录入系统并每天持
续更新。从一份份记录表上，能清
晰地发现江豚数量有了明显增长。

江豚是长江淡水生态系统中
的旗舰物种，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
好与坏非常敏感。华国保告诉记
者，水清岸绿，江豚逐浪。长江里
的江豚数量逐渐增多，日常观测
时，有时还能观测到江豚驮着幼豚
翻滚的瞬间。这说明，长江十年禁
渔成效明显，长江流域水域生态逐
步在恢复。

江豚身影明显增多 每天能观测到几十头次

一个护豚员眼中的长江生态之变

▲华国保填写的江豚观测记录表。

◀华国保在观测江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