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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春日暖阳照耀着南方大地，蓝天白

云下的峰峦，依然青绿。在广西梧州市

蒙山县黄村镇的一片鸭脚木树林下，有

一位年轻人，正头戴纱罩帽，行走在蜂

箱间。

他是养蜂人彭鑫，在这里养有一百

多箱蜜蜂。

彭鑫蹲下来打开蜂箱盖子，顺手用

手指沾了一下蜂蜜，舔了一口——嗯，好

甜！他自个儿笑了。

这些飞进飞出的蜜蜂，在彭鑫眼中

就 是 他 的 宝 贝 ，也 是 让 他 日 子 变 甜 的

伙伴。

彭鑫出生时，家境就很困难。父母

用“三个金”的“鑫”给他起名，正包含着

对富裕生活的渴盼。

但贫穷一直笼罩着彭鑫一家。不得

已，彭鑫一岁时就被送到桂林市农村的

舅舅家寄养，直到九岁才被接回读小学

一年级。

那时的彭鑫，无法想象自己能过上

甜蜜、富足的生活。

二

2015 年深秋，扶贫工作组进村，当时

彭鑫所在的六埠村被列为贫困村，全村

人口一千三百七十人，其中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一百一十二户。

六埠村自古就有养蜂的传统，只是

养蜂技术落后，一户人家一般只养两三

箱，顶多也不过五箱，所以一直赚不到多

少钱。扶贫工作组经过走访调研，认为

养蜂是助力村子脱贫的好产业，积极引

导大家重振养蜂事业，鼓励大家用养蜂

开出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

但当时彭鑫想，这么多年来养蜂都

赚不到什么钱，如今就能行？还不如去

外面打工来钱快。

2016 年春节后，他真的在广州找了

一家模具厂打工，月薪三千多元。本来

以为这样下去可以存点钱了，不承想半

年后，老母亲突然病倒，她托人打来电

话，叫彭鑫速速回家照顾。没办法，彭鑫

只好连夜搭班车赶回老家。

经过此事，彭鑫意识到在外打工虽

然挣钱多些，但顾及不了家庭，更没法照

顾生活不便的母亲。况且每年他都要回

家春插、夏收、夏种、秋收，回来一次就要

干半个多月。经年累月地两头奔波，也

不是长久之计。能不能在尽孝和赚钱之

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彭鑫正在左右为难，这天，邻居龙伟

林来了。两人一聊天，彭鑫才知道，现在

乡亲们养蜂也赚钱呢！而且，优质蜂蜜

价格挺好的，冬蜜每公斤可卖到上百元，

很抢手。

彭鑫心动了。

三

养蜂吗？养蜂吧！蜂蜜赚钱哦。

真 要 养 蜂 ，彭 鑫 心 里 还 是 有 些 犹

豫。小的时候，他怀着好奇心，模仿着别

人打开蜂箱，想掏点蜜吃，结果被几只蜜

蜂狠狠地蜇了几下，又痛又痒，脸肿得很

高。那火辣辣的痛，让他再也不敢招惹

蜜蜂，更别说养蜂了。但看村民们靠养

蜂赚了钱，他也着实心痒痒，想迈出一步

试试看。

他与蜜蜂的缘分，源于那窝神秘的

“自来蜂”。

那天中午，彭鑫干完农活回到家，忽

然 发 现 瓦 屋 的 旧 衣 柜 里 有 蜜 蜂 飞 进 飞

出。他又惊又喜，又有点害怕，鼓起勇气

打开柜门，竟然是一窝不知从哪里飞来、

生气十足的蜜蜂！它们聚集成一团，蜂

翅在不停地颤动。

他连忙叫来龙伟林帮忙，两人戴上

纱罩帽，小心翼翼把蜜蜂哄进蜂箱。这

群蜂是中华蜜蜂。这种蜂酿造的蜜，味

道甜润，口感绵软细腻，爽口柔和，余味

清香悠久。

彭鑫的养蜂生涯就这样有些突然地

开始了。最初的时候，彭鑫还是有点害

怕蜜蜂，龙伟林就手把手教他如何开箱

观察蜂情、如何调整蜂框间距离等技术

要领。彭鑫毕竟是年轻人，悟性很好，只

要 别 人 讲 过 的 ，练 过 一 遍 ，就 能 熟 记

在心。

日子久了，彭鑫逐渐由“怕”蜂变为

“爱”蜂，蜂群在他的照看下越发壮大。

可惜，一个多月后，他到镇上赶集，放在

家里的蜂箱突然飞出很多蜂来，在空中

嗡嗡作响。留在家里的母亲发现了，意

识到这是蜜蜂该分窝了，但又不知道如

何应对。慌乱间，她提来一桶水泼向空

中飞翔的蜜蜂群——她以为可以用水粘

住蜜蜂的翅膀，不让它们飞走。但蜜蜂

飞得高，母亲力气小，根本泼不到，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分窝出来的蜜蜂飞走了。

后来，余下的半箱蜜蜂不知什么原

因，也“举家”跑掉了，只剩下彭鑫对着空

蜂箱“望箱兴叹”。

一场辛苦换来一场空，但这次彭鑫

没有气馁，他指着空蜂箱坚定地说：“我

还要再养！”

彭鑫打听到，如果养十群以上的蜜

蜂，每年还可以领到政府发放的产业扶

贫补贴。彭鑫想：那就养十群以上！但

本钱从哪出呢？彭鑫脑子里灵光一闪：

申请扶贫贷款！政府出台了贫困户可享

受每户五万元贴息扶贫贷款发展养蜂产

业的政策，这不是正适合自己吗？

四

彭鑫现在想起来，还为当年自己的

决定而高兴：这一步走对了！

2016 年夏，他借了五万元扶贫小额

贴息贷款，购买了五十多箱蜜蜂以及相

关设备。

五万元在当时当地是个大数目，村

里人敢一下借这么多的人没有几个。村

里有人议论，有人不看好。彭鑫暗下决

心：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春 有 百 花 秋 有 月 ，夏 有 凉 风 冬 有

雪。这就是彭鑫所在的小山村，春有龙

眼树、黄皮树等开花；夏有各类野花盛

放；秋来了，有桂花、菊花等；冬天枇杷

树、鸭脚木、山苍树等吐出花蕊。一年四

季鸟语花香，大自然的美好环境，成了蜜

蜂们生活的乐园。

五十多箱蜜蜂被运到彭鑫家放养。

蜜蜂们在他家的瓦房顶上盘桓，“踩点”

蜜源之后，就热热闹闹地出去采蜜了。

一群群蜜蜂聚集在香气四溢的花丛里，

尽情吮吸着大自然的精华。但这些小蜜

蜂又“调皮”得很，有的蜂群在彭鑫开箱

观察时蜇他，弄得他身上肿痒不断；还有

个别蜂群“离家出走”，飞到附近山上的

松树林里另筑新窝。

面对这些调皮的蜜蜂，彭鑫有足够

的耐心。他忍着被蜇伤的肿痛，日复一

日精心观察护理着每一箱蜜蜂，防蚂蚁，

捉蟑螂，防蜜蜂的天敌。隆冬时节，他怕

蜜蜂受冻，每天晚上把蜂箱孔口堵小，用

旧衣服包裹蜂箱进行保暖。渐渐地，这

些小精灵也开始亲近彭鑫了。

养蜂，要讲究技术。彭鑫如饥似渴

地向有经验的养蜂户请教。从选育优良

蜂种、防治蜜蜂病虫害，到如何合理利用

蜜源植物资源、合理利用蜜蜂的授粉能

力等，每一项技术他都力求掌握。有时

光是观察别人养蜂，他就能看上很长时

间。通过对村民养蜂的观察学习，他的

养蜂技术不断进步。他还主动报名参加

了县里举办的养蜂技术培训班。

彭 鑫 的 家 里 处 处 留 下 了 养 蜂 的 痕

迹。瓦房的天棚可置放蜂箱，牛栏旁边

的屋檐下也可放蜂箱。随着他养的蜜蜂

越来越多，村头的大树树根，甚至是山上

的石洞岩洞，也都放上了蜂箱。

这些特色产业，成了精准帮扶的重

头戏。政府部门注重引导养蜂的贫困户

进行规模养殖，从事蜂蜜深加工的公司

也大量收购蜂蜜，逐渐打消了贫困户的

顾虑。

五

在当地，越来越多像彭鑫这样的贫

困户，加入到养蜂增收致富的行列。

彭鑫不甘囿于家乡六埠村的山水。

本村虽然花种丰富，但盛夏、初秋季节，

花量少，蜜源不足。为了能收获更多的

蜂蜜，他租汽车带上他的蜜蜂，周游在蜜

源丰富的两广地区“追花逐蜜”。哪里花

多花盛，就把蜂放到哪里，就地安营扎

寨。一顶简陋的帐篷，一床简单的铺盖，

一台摇蜜机，十多只装蜜用的塑料罐，便

成了他的全部家当，以流动的山村为家，

常年奔波于广东和广西的很多地方。

养蜂，让彭鑫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勤快飞翔的蜜蜂为他争了一口气。

2017 年，他家仅是蜂蜜收入就达到六万

多元，这稳定的收入成了他脱贫的坚实

基础。不久，他利用国家出台的贫困户

危 房 改 造 政 策 ，建 起 了 一 幢 崭 新 的 房

子。当年年底，彭鑫家宣告脱贫。

养蜂 ，可 实 现 持 续 性 增 收 ，甜 蜜 产

业 有 力 巩 固 拓 展 了 脱 贫 成 果 。 2018 年

到 2020 年，连续三年，彭鑫家的蜂蜜年

收 入 都 超 过 了 十 万 元 。 在 他 这 样 的 养

蜂户助推之下，当地的蜂蜜产业也得到

稳步发展。目前，梧州市蜂产业带动一

千 四 百 多 户 贫 困 户 。 全 市 农 村 养 蜂 专

业户达到三千多户，从业人员六千五百

多人。

带着蜂群“追花逐蜜”的养蜂户们，

过上了甜蜜的生活……

图为梧州市黄村镇风光。

颜桂海摄

花香蜜甜的日子
颜桂海

云片糕是岳西人家待客送礼必备之

物。一杯茶，几块糕，各色水果，外加瓜

子、花生、麻球、霜果，堆满桌盒小格，名

曰糕果茶。宾主晏晏，笑意中多少祝福

多少喜气。

春节糕果茶，最欢喜麻球、霜果、云

片糕三样 。 麻 球 金 黄 色 ，如 大 汤 圆 ，象

征团团圆圆。霜果形如花生，外衣均匀

地裹着一层白砂糖，似霜如雪，代表甜

甜 蜜 蜜 。 云 片 糕 则 是 茶 点 里 的 点 睛 之

笔，寓意步步高，日日高。春节里迎来

送 往 ，取 一 个 彩 头 ，糕 来 糕 去 ，高 来 高

去，大吉大利。芝麻云片糕表达的是芝

麻 开 花 节 节 高 的 喜 庆 ，祈 福 生 活 蒸 蒸

日上。

小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云片糕，

县城衙前食品厂所产。“衙前”二字有旧

味，实则那老县衙屋舍早已消逝无一丝

痕迹了。雁过留声，县城的河还称衙前

河，当年景色与现今不同。滩上野草无

数，河里鱼虾悠游，起风的时候，山峰和

柳影互相辉映荡漾。如今，城市的面貌

已经发生了大变化，但做糕的手艺却一

代代传了下来。

云片糕多用玫红或者桃红的纸包成

长条，分大小两种，块头不同，做法一样

—— 先 将 糯 米 炒 熟 ，熟 透 且 白 ，然 后 磨

粉，在阴凉地方通风陈放数月最好，这样

制出糕来格外松软爽口，黏而不硬。做

糕时，糯米粉中加适量的白砂糖，拌入

油，视口味不同，掺葡萄干、瓜子、丁香、

金桂、青梅、松子、核桃、红绿丝之类拌

匀，压模成形做坯，连同糕模小火炖制，

然后冷却分条，由切机或者切片师傅执

锋利的大方刀，刀刀见底，切成叶片，薄

如书页，色如霜雪。还有人以糖果、核

桃、芝麻等嵌出“百年好合”“福寿双全”

“恭喜发财”等吉语，用作结婚、寿辰、乔

迁、升职的喜庆礼品。

旧时糖果铺招牌上常见两句话，北

方号称“官礼茶食”，南方说是“嘉湖细

点”。云片糕大约例外，非一方独有，不

仅是“官礼茶食”，也属“嘉湖细点”，堪

称大众名点，南北并无二致。品尝云片

糕，绵绵软软凉凉的，一片一片像宣纸

册页，洁白里透几抹红几点绿，如胭脂

翠玉，形色风雅如斯。揭开方方正正的

糕片，入口香软绵柔，清甜细腻。它的

口感，一是甜，二是软，捻起来抿抿，如

雪花融化。

上品云片糕滋润细软，犹似凝脂，白

如霜雪柔似云片，薄薄的，明火可燃，曲

卷自如，不断不裂。云片糕因颜色洁白

而 得 名 ，亦 有 别 名“ 雪 片 糕 ”“ 如 意 大

糕”。岳西人称其为茯苓糕，一则形状如

茯苓薄片，二则那糕里掺有茯苓粉。老

家切茯苓的人，一刀一刀切下来，片片雪

白。多年没见切茯苓的人，上次回乡偶

遇，已垂垂老矣。于我，便只剩切茯苓的

场景留存在心。

云片糕
胡竹峰

岁末年初，正是黄土高原最寒冷

的日子，银西高铁却顶风冒雪全线贯

通运营了。虽然天气是天寒地冻，但

在银西高铁沿线陕甘宁三个省区群

众的心里，却充满了火一般的热情和

温暖。

这条从银川通往西安的高铁，有

些外地朋友还以为是从银川到西宁

的呢。不过，多年一直关心着当地发

展的人们，对此自然是不会弄错的。

当地群众盼星星盼月亮，如今，在国

家的支持和统筹下，梦想终于变成了

现实。

这些天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老乡

不约而同来到家乡的高铁车站看新

鲜，或者成群结队站在高铁动车经过

的地方看风景。笔直的铁轨，奔驰的

列车，给大家带来了抬头见喜的好心

情，也增添了对今后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

第一时间听到来自家乡的喜讯，

让我这个远方的游子情不自禁流下

幸福的泪水。我的家乡甘肃庆阳，地

处陇东黄土高原之上，远离省会兰州

和甘肃腹地，但毗邻陕西，离西安、咸

阳不过一两百公里。陇东方言与关

中相似，老百姓都爱唱秦腔、吃臊子

面，语言习俗无缝对接，地缘亲缘息

息相通。但庆阳周边山大沟深，道路

阻碍重重，出行殊为不易。长期以

来，庆阳交通不畅，环境闭塞，也影响

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在庆阳生活

到十八岁，直到考上大学离开，每次

回家，虽然归心似箭，但都视旅途为

畏途，一路上又是坐长途汽车，又是

转绿皮火车，十分辛苦。

庆阳历史悠久，从先秦到汉唐，

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北宋时

庆阳称庆州，一代名臣范仲淹曾在此

任知州，多有建树。更令人惊叹的

是，范仲淹与其子范纯仁、范纯粹两

代三人都曾出任庆州知州，可谓与庆

阳结下奇缘，也留下了善治良政的佳

话美名。掩映在历史风烟中的庆阳

人才辈出，在文韬武略方面各领风

骚，西汉政治家傅介子、东汉哲学家

王符、明代文学家李梦阳等，都是代

表性人物。

当年，也是在这片热土上，中国

共产党人领导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

地，燃起了革命的烽火。现在庆阳的

南梁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各地来这里参观学习的干部

群众络绎不绝。

庆 阳 的 名 字 曾 不 广 为 人 知 ，如

今，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城市高速发

展，庆阳不仅地上的发展蒸蒸日上，

地下蕴藏的“力量”也吸引着人们的

目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蕴藏，让庆阳堪称“宝地”。长庆油田

就 是 在 这 里 诞 生 ，也 从 这 里 走 向

世界。

当银西高铁在陇东高原上驰骋

而过的时候，又有谁能想到在这地下

深厚的黄土层里，竟然掩埋着一个亿

万年前远古时代的秘密，一个河湖密

布、水草丰美、丛林繁茂、巨兽出没的

奇异世界。在这里发现的环江翼龙

化石，其翅膀展开来有两米多长，既

能在天上飞，还能在水中游，又能在

地上走。这里还生活过体形巨大的

食草动物黄河古象，出土的化石身高

四米，体长八米。这些“珍兽”来自地

下，也来自远古，默默见证着庆阳的

沧桑巨变。

银 西 高 铁 就 像 一 条 钢 铁 巨 龙 ，

钻山过岭，涉水过河，出西安，过咸

阳，入庆阳，走吴忠，奔银川，一路风

驰电掣，呼啸前行，进而同全国路网

互联互通。试想一下，以前需要几

天甚至十几天、几十天时间的一段

风餐露宿之旅，现在坐高铁全程不

过三个小时，未来还会更快。当人

们搭乘银西高铁一路北上，经过关

中大地，穿过黄土高原，直到塞上江

南，那该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一件事

啊！在高铁经过的地方，庆阳这片

古老的土地正更加深刻地与各地联

通。而庆阳深厚的文化积淀、优良

的革命传统，既滋润了生活在当地

的后人，也将惠及远方更多的人。

今年我本来是打算搭乘银西高

铁回故乡过年的：高铁新开，而且直

达家乡，坐着高铁回家过年，那是怎

样一种欢欣的心情、美妙的体验啊！

但是，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我就地

过年，未能成行。在略感遗憾之余，

也对今后长长久久的美好生活更加

充满期盼。

高铁通到庆阳城，对当地来说是

一个颇具象征性的事件。它不仅是

一种节日般的“祥瑞”，更是妥妥的、

实实在在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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