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礼国，男，中共党员，

1961 年 6 月出生，2021 年 6 月

退休，衢州江山市畜牧兽医局

原副局长，他被称为“中国蜂

王”，在全国率先建立养蜂标准

技术推广和源头产品质量监控

体系，创立“协会+企业+合作

社+蜂农”模式被农业部门命

名为“江山模式”向全国推广。

本报记者 包勇

“江山蜂业的发展凝聚着我

全部的心血。”63 岁的汪礼国退休

前是江山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

退休后第二天，他就转战江山市

养蜂产业化协会。

在新的起点上，汪礼国有三

个梦想。“提升蜂产品品质，让蜂

农开着汽车去放蜂和让蜂农‘躺’

在家里养蜂。”

一直以来，汪礼国都明白，蜂

业要发展，蜂种是关键，要让蜂蜜

品质更上一层楼，就必须避免蜂

种近亲繁殖。在全国各地考察蜂

种后，最终，汪礼国为江山引进了

“松丹 1 号”等 6 个东北优质蜂种

和“国蜂213号”蜂种。

“经过 3 年跟踪调研发现，第

一年，一代杂交蜂种的蜂王浆表

现平平，但到了第二年，二代蜂种

的蜂王浆不论是产量还是品质，

都大大超越原有的蜂种，到了第

三代，蜂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已经

变得稳定。”汪礼国说，目前，优质

原种蜂种有660多只，一只原种还

可以培育100只杂交蜂种。

除了蜂种外，蜂业要健康可

持 续 发 展 ，需 要 更 多 年 轻 人 加

入。有着40多年工作经验的汪礼

国深知，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技，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改变原

来“手提肩扛”的传统养蜂生产模

式。

一方面，汪礼国开始尝试推

广流动放蜂车，一辆车，除了驾驶

舱外，后面可以放置 160 箱蜜蜂，

这样蜂农可以根据花期，移动式

养蜂。另一方面，汪礼国又从全

国各地引进先进又实用的养蜂机

械，自动取浆机、自动钳虫机、自

动杀螨等自动化设备，提升工作

效率10倍以上。

“我们还在创新推出数字化

蜂箱，蜂农只要打开手机 App，蜂

箱的温度、湿度、蜂群都一清二

楚。”汪礼国笑着说，从最初的手

工到自动化再到智能化，未来，蜂

农可以“躺”在家里养蜂，这也是

他最大的梦想。

要让蜂农要让蜂农““躺躺””在家里养蜂在家里养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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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鲁，男，汉族，中共

党员，1955 年 8 月出生，1972
年 3 月参加工作，2015 年 8 月

退休后依然扎根偏远海岛，

从事海岛医疗事业。曾获浙

江省五一劳动奖章、浙江省

优秀社区责任医生等荣誉。

杨佳奇 本报记者 包勇

2025 年元旦前的一天早

晨，舟山市定海区环南街道千

岛社区大猫村驻岛责任医生

李光鲁像往常一样来到定海民间

码头等候乘船。经过近 1 小时的

航行后，船只缓缓靠向大猫岛码

头。

下船步行 10 分钟，李光鲁抵

达大猫卫生服务站。步入其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壁上“以人

为本 服务永恒”8个红色的大字。

“阿鲁医师，你来啦。”一位大

爷走进卫生服务站，见到李光鲁

热情地打招呼。守护海岛老人健

康，李光鲁已坚守50余年。

2001 年，根据市政府“小岛

迁，大岛建”战略决策，大猫乡政

府、小学相继撤销，年轻人外出

谋生，只留下一些“走不动”的老

人。

为了解决海岛老人的看病问

题，卫生部门决定设置大猫医疗

点，留下一名驻岛医生，论资历、

论条件，当时最有机会调离的院

长李光鲁，却选择了留守。

大猫岛上村民居住分散，李

光鲁就开展巡回医疗和随叫随到

的出诊服务，开设 24 小时急诊电

话，定期给老年慢性病人送医送

药。

除了看病之外，村民们还喜

欢找“阿鲁医师”诉说家长里短。

李光鲁便开始探索“乡贤+基层治

理”相融合的工作模式，成立“李

光鲁工作室”，“阿鲁医师”成了岛

上的“老娘舅”。

同时，他充分利用自身资源，

吸引多名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

教师等，在矛盾纠纷化解、政策法

规宣传、社情民意收集、意见建议

征集等方面主动作为，促进乡村

振兴。

“只要我身体好，大猫的老百

姓还需要我，我尽量给他们多服

务几年。”李光鲁说，服务在这片

生他养他的热土上，是他这一生

所做最有意义的事情。

守护海岛老人五十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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