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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娟和工作人员商讨数字蜂箱模块改良的事。

震后回乡创业
青川女孩接棒“追蜂”事业

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的王
淑娟，起初从未想过以后要回
乡创业，她的人生规划是要
做一名音乐老师。但经历了
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
震后，她的态度发生了重大
改变。

王淑娟的家乡青川在地
震中受灾严重，更让她心痛的
是，这场灾难带走了她的爷爷。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味
道，就是爷爷采来的蜂蜜。大
白馒头蘸蜂蜜吃，口水都要流
下来。那是一种无法代替的
满足感。”然而，从学校回到家
乡，她甚至连爷爷最后一面也
没见到。

那时，王淑娟就萌发了养
蜂的想法。“我决定养蜂，一方
面受了爷爷很大影响。另一
方面，当时看到灾后家乡满目
疮痍，而农民的优质土特产销
路不畅，‘抱着金饭碗受穷’，
就特别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王淑娟说，她查看族谱，发现
家里好几代人都曾养蜂，于是
决定将家族传统继承下去。

刚开始，她的决定遭到了
家人和朋友的极力反对，“你
一个从小学音乐的女娃儿，既
不懂技术，也不会做生意，还
要到山里养蜂？”尽管周围一
片质疑的声音，王淑娟却没有
丝毫放弃的意思。

强品牌谋发展
“新农人”开启扶贫新模式

2011年，随着在创业路上
走得越来越深入，王淑娟感觉
到进一步发展的掣肘。在创
业两年后，她重回校园，考入
了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学习传
媒和公共关系专业，并于2013
年顺利毕业，获得传媒学硕士
学位。

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后，
王淑娟把自己在国外的所见
所闻以及学到的专业知识充
分运用到实践中，让自己的品
牌一步步做大做强。

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展，蜂
蜜需求量剧增，如何确保蜂蜜
产量质量、保证原蜜的纯正成
为了企业的难题。2013年，王
淑娟成立了青川县蜀蕊蜂业
专业合作社，发展农户养蜂，
帮助农户销售蜂蜜。这种“农

户+合作社+公司+电商”的全
新模式，既保证了王淑娟的可
靠货源，又为当地农民找到了
一个稳定致富的渠道。

同时，王淑娟的蜀蕊蜂业
专业合作社技术指导服务站
—— 蜂 农 之 家 在 青 溪 镇 成
立。合作社聘请了一位养蜂
顾问长年坐镇，为蜂农提供免
费的技术指导、零利润蜂具等
服务。“如今，蜀蕊蜂业专业合
作社已经成为了国家级合作
社，参与农户 200 多户，涉及
3000多人。”

2017年11月，王淑娟再出
新招，在石元村修建青川中蜂
文化体验园，让更多的粉丝和
客人来当地体验养蜂过程，看
蜂蜜生产的整个流程，体验蜂
蜜相关产品，科普蜜蜂文化。
王淑娟以一句简短广告词“和
honey（蜂蜜）谈一次一生不变
的恋爱”，一举击中顾客的心。

从音乐学院到回乡养蜂，
从激流勇退到出国深造，再到
怀揣初心创立自己的电商品
牌，王淑娟更愿意将自己称为

“新农人”。
一路走来，这个“叛逆女

孩”不仅带动了当地数千蜂农
增收致富，她还成为了阿里巴
巴在美国敲钟上市的8名敲钟
人之一。回忆起那段经历，王
淑娟将其视作一个光环，也是
压力。“我觉得就像一根鞭子在
后面一直鞭策着我，所有的事
情你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

发起中蜂认养
将主战场转向沿海地区

去年，王淑娟将目光投向
了更为发达的沿海地区，10月
16日，她和她的团队在杭州余
杭区的一些高端社区发起了
中蜂认养计划。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对好
的农产品有需求，但又不知道
在哪里买到好的农产品。”因
此，王淑娟首先联系了杭州一
些高端社区的妈妈群，让她们
参与到这个项目中。“将目标
客户定位于注重生活品质、同
时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群，区
分于统一销售包装的普通蜂
蜜，走差异化精品路线。”

“每一个蜂箱都配备一个二
维码，并在蜂场安装了摄像
头。认养的客户通过手机扫描
便能看到自己认养的蜂箱的状
况和蜂场的实时动态。”王淑娟
说，这就保证了蜂农在养蜂过程
中的透明与公开，确保蜂蜜来
源的健康，能够使消费者放心。

让她欣慰的是，16 日当
天，参与人数将近1500人，认
养了 500 箱。“一个蜂箱能够
产蜜十余斤，成交金额将近一
百万元。”对于刚开始进行的

“认养计划”，这个结果可以说
出乎意料，“毕竟规模不算大，
但效果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蜂蜜品质纯正、口感好，
相比之下价格也不算贵，所以
客户愿意买单。”说起这个项
目，王淑娟喜笑颜开。“今年会
扩大认养项目的规模。现在
春天到了，蜜蜂已经在繁蜂
了，我们会继续启动新的蜂
场。目前我们的蜂蜜在杭州

市的妈妈群内很受欢迎，所以
今年的‘认养计划’仍以杭州
作为主战场，同时会往其他地
方发展认养项目。”

王淑娟介绍，目前他们正
在改良模块，想将蜂场内的传
统蜂箱更换为数字蜂箱。所
谓数字蜂箱，即智能蜂箱，利
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集成蜂箱数据采
集硬件设备及数据采集管理
系统，实时监控蜂箱里环境和
蜂群活动，及时反馈给用户。

“这样一来，连蜂箱内部的情
况都可以随时监控，可以让整
个中蜂认养过程更加公开、透
明，让消费者更加放心。”

瞄准“数字化产业”
打造乡村振兴产业带

“这几年，我们通过统一
养殖中蜂来有效组织农户，确
保农特产品的品质；同时以

‘统一品牌、统一物流、统一服
务’四个统一的经营理念，来推
介品牌原产地农产品。通过阿
里经济体链接淘宝、天猫等线
上、线下新零售场景，农民收益
有望陡翻数倍。”王淑娟说。

十余年奋斗，王淑娟已经
成为农村电商的典型代表，养
蜂、卖蜂，事业做得很大。据
其介绍，2020 年仅线上的销
售额就达到 2000 余万元，农
户 增 收 800 元 到 12 万 元 不
等。“对于我来说，觉得最欣慰
的事情，是看到周围的老百姓
通过中蜂养殖、通过蜂蜜销
售，从之前山里的老旧房屋搬
到县城里的独栋小洋楼，他们
的收入和生活真正变好了。”

“2021 年，期待通过多年
打造自有品牌的经验和电商
运用的经验，赋能更多的产品，
用数字化来打造乡村振兴产业
带，带领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创
业，巩固脱贫成果及注入内生
发展动力，真正让家乡的优质
农产品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数字化产业已是未来发
展的趋势。”说起未来的规划，
王淑娟反复强调“数字化”三
个字。

她说，今后将致力于打造
中蜂文化，建设中蜂三产融合
园区，通过“互联网+扶贫+农
旅”模式，在青川培育更多具
备电商运营知识、拥有市场意
识的年轻人成长为新农人，为
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康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刘彦谷

广元青川“明星新农人”王淑娟：

数字化“中蜂认养”在杭州妈妈群受到欢迎

“今年我们正在改良模块，打算将传统蜂箱更换为数字蜂箱。希望在更换蜂箱后，今年‘中蜂认养’计划能够掀起更
大的‘水花’，向外界推介更多青川的优质蜂蜜。”4月14日一大早，广元市青川县的“明星新农人”王淑娟便来到蜂场，和
工作人员商讨数字蜂箱模块改良的事情。

前些时候，王淑娟刚从杭州回来，实地调研过市场后，她更加确定今年的“中蜂认养”离不开数字化。今年，她给自
己立下的目标是：用数字化打造乡村振兴产业带。

这个长发及腰、笑起来有点甜的女孩，身上有许多标签：“阿里巴巴敲钟女孩”、“海归硕士”、“三八红旗手标兵”、“全
国青年致富带头人”……虽然脸颊、手脚常常留下与中蜂“亲密接触”的红肿印迹，但王淑娟对待中蜂就像对待恋人一
样，炽热而痴迷。从初遇中蜂到实现产值3000万元，10多年的坚守，她不仅将自己的“甜蜜”事业越做越大，还带动了当
地上千人脱贫致富。

王淑娟身上有许多
标签：“阿里巴巴敲钟女
孩”、“海归硕士”、“三八红
旗手标兵”、“全国青年致
富带头人”……虽然脸
颊、手脚常常留下与中蜂
“亲密接触”的红肿印迹，
但她对待中蜂就像对待
恋人一样，炽热而痴迷。
从初遇中蜂到实现产值
3000万元，10多年的坚
守，她不仅将自己的“甜
蜜”事业越做越大，还带动
了当地上千人脱贫致富。

王淑娟的“甜蜜”事业越做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