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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养蜂夫妻“酿”出甜蜜生活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在郾城区城关镇许洼村旁的
一个杨树林里，暖暖的太阳下，
丈夫张琛珠戴着斗笠面罩不时地
翻看一个个蜂箱，妻子杨秋香则
在旁边帮着递工具……这对老
夫妻已经养了 30 多年蜜蜂，他
们辛勤劳作、相濡以沫，酿造
着自己的甜蜜生活。

夫妻搭档养蜂忙

“这个是蜂王。”张琛珠从
蜂箱里取出一个密密麻麻爬满
蜜蜂的抽屉，指着中间一个黄
褐色的大肚子蜜蜂告诉记者。

“这两天气温升高，蜂王已
经开始产卵了。”张秋香说，这
些蜂箱里有一层厚厚的泡沫，
是为了让蜂箱里的温度保持在
20℃以上。只有这样幼蜂才能
正常生长。

“每天的生活就是和这些蜜
蜂打交道，忙倒不是太忙，就
是操心。”张秋香告诉记者。

旁边地上搭着两顶帐篷，
一个是做饭用的，一个是休息
的地方。拴在帐篷前的狗见到
生人，不时地叫几声。记者走
进帐篷，里面有一个太阳能电
池板、一个燃气灶，还有一张
破旧的竹床。这是老两口全部
的日常用品。“这个太阳能电池
板 可 管 用 了 ， 既 能 给 手 机 充
电，又能给手电筒充电。”张秋

香告诉记者，一遇见好天气，
她就拿出来使用。

养蜂是一种情怀

“这些小蜜蜂就是俺们的朋
友，有时候俺甚至能和它们交
流。”张琛珠说，每个蜂箱里有
4万多只蜜蜂，这些蜜蜂的“饭
量 ” 多 少 、 什 么 时 候 出 去 采
蜜，他了如指掌。

30 多年来，夫妻俩随着花
期不断北上南下，在湖北、安
徽、河南等省走走停停。“现在
只有很少的枇杷花可以采蜜，
我们主要是繁殖新的蜜蜂。等
到清明节前后，这些幼蜂就能
采蜜了。‘五一’节前我们要赶
到洛阳栾川县去。”张秋香告诉
记者，现在他们养殖了400多万
只蜜蜂。为了采到质量好、浓
度高的蜂蜜，他们经常到山里
去。

“也记不清楚走了多长的
路、去了多少地方。”张琛珠
说，年轻的时候他们靠这些小
精灵维持家里几口人的日常开
销，现在老了，他们选择继续
行走在全国各地养蜂，更多的
是对干了一辈子的事业的一种
情怀。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曾
在黄河广场等地方与您相约，
曾和知名商家联手送出书法名
家手写春联……漯河晚报多年
来始终秉持“关注民生 服务百
姓”的宗旨，坚持在新春佳节
来临之际，为广大市民送去诚
挚的祝福和问候。今年我们将
一如既往地邀请书法名家，将

墨香四溢的春联奉送给广大市
民。

本 次 “ 送 春 联 话 ‘ 新 ’
愿”活动将从 1 月 26 日正式启
动。今年的送春联活动，我们
一改过去书法名家现场书写的
传统形式，直接将 写 好 的 春
联送到百姓家门口。无论是
需要关注的贫困家庭，还是

默默无闻的志愿者，或是行
业里的“无名英雄”，在本报
记者将满载新春祝福的春联
递到您手中的时候，您可以
谈谈过去一年的收获，说说
对来年的憧憬。本报将派出
记者聆听您的心声，同时将
新年最好的祝福真诚地送给
您。

满载新春祝福 讲述新年心愿

本报“送春联 话‘新’愿”活动即将启动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淇

作为一名双目失明的残
疾人，他通过自身努力使生
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之后
又去帮助其他生活困难的
人。他叫苏晓辉，今年 44
岁，舞阳县保和乡卸店村
人。近日，记者采访了苏晓
辉，了解他的人生故事。

顽强面对不幸

苏晓辉14岁时，在一次
意外事故中双目失明，左手
大拇指、食指、中指截肢。

“忧愁和等待不能改变人生
和命运。”苏晓辉说，虽然
他双眼失明了，但他还有双
手，他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实
现人生梦想。他从小就爱摆
弄电器，就一次又一次地修
理摆弄自己家的旧电视机、
旧收音机，每次失败后他都
不气馁，而是认真地思考失
败的原因，从头再来。手被
烫伤过多少次、流过多少
血，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一年多的摸索，苏晓辉能靠
自己的舌尖分辨出电子管的
正负极，靠自己的感觉熟记
电路图，靠自己的双手熟练
进行焊接和更换零部件。

刻苦学习技术

为了增强自己为群众服
务的本领，苏晓辉又到县城
拜师学艺。经过几个月的刻
苦学习，他终于掌握了电视
机、收音机、电机等多种家
用电器的维修技术，还能制
造电焊机、农用吊粮爬杆
机、自焊农用车斗等。

学成归来后，苏晓辉开
了一家盲人家电维修部，靠
过硬的技术、热情的服务，
他的家电维修部越做越大，

每天上门找他维修电器的人
络绎不绝。与常人不同的
是，他维修除了专用测量工
具外，自己的耳朵、手、舌
头也是测量工具。凡和苏晓
辉认识或者找他修过电器的
人，都很佩服他精湛的技
术，更佩服他不向命运屈服
的精神。

帮助困难村民

如今苏晓辉的生活蒸蒸
日上，他就更加想尽自己的
能力帮助身边的人。

村民周先生的两个儿子
初中毕业后想跟苏晓辉学习
电机维修，苏晓辉免费教他
们三个月，使周先生的两个
儿子都熟练地掌握了电机维
修技术。现在兄弟俩都到深
圳打工，靠着在苏晓辉那儿
学到的技术，月收入都在
3000元以上。提起这些，周
先生的妻子很感激，“要不
是晓辉，俺俩孩儿到现在也
不知该咋办呢。”

记者了解到，这些年，
他先后帮助村民们解决各类
技术难题4000多次，免费为
周边群众维修各类电器3400
余台次，义务为群众服务
3600多次，并在维修时为群
众减少各类费用两万多元。

在2006年全市残疾人技
能比赛中，苏晓辉荣获第一
名，被市政府残工委命名为

“残疾人自强模范”。
苏晓辉的生活之路是艰

辛的，但又充满阳光，每天
他都在开心地生活着。“大
家都很关心我，我要不断努
力，为身边的人搞好服务，
回报社会。”苏晓辉说，今
后他想把学到的技术无偿传
授给更多的残疾人，使他们
自强、自立，成为对社会有
用的人。

双目失明却能“尝”出电子管正负极

苏晓辉：“修”出光明人生

1 月 24 日上午，由
团市委发起组织的共青
团青年之家“青社学堂”
在 20个社区正式开课，
为广大青少年免费提供
学业辅导、兴趣培养、社
会实践等方面的公益服
务。图为源汇区马路街
办事处交通路社区“青
社学堂”。

本报记者 李慧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