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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决策要参
（2021 年第 3 期 总第 18 期）

四 川 农 业 大 学

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2021 年 8月 23 日

领导批示：

发挥蜜蜂产业独特优势 打造成都公园城市
特色名片的建议

【成果要点】建设公园城市是成都市面向未来建设世界

先进城市、创造美丽中国实践范例的重大契机。蜜蜂传花授

粉对保护植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并具有休闲康养、科普教育、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如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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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蜜蜂产业的独特优势，提升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活力和独

特魅力，实现传统农业元素与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有机融合就

成为一项紧迫课题。本期《专报》提出，蜂产业发展对于促

进成都公园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提出了发展蜂产业

助力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政策建议：以制定专项规划为重

点，做好蜂产业融入公园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以服务市民

生活为落脚点，打造蜂产业支持公园城市建设的三大工程；

以弘扬蜜蜂文化为着力点，营造蜂产业支持公园城市建设的

特色文化底蕴；以发展蜜蜂新产业新业态为关键点，引领成

都公园城市建设走在世界前列。

建设公园城市是习总书记交给成都的时代课题，也是成

都面向未来建设世界先进城市、创造美丽中国实践范例的重

大契机。蜜蜂传花授粉对保护植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休闲康养、科普教育、文化传承等多

个功能已被多个发达地区和城市所重视。如何发挥蜜蜂产业

的独特优势，提升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活力和独特魅力，实

现传统农业元素与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有机融合就成为一项

紧迫课题。为此，四川农业大学联合成都市蜂业学会组建课

题组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提出发挥蜂产业独特优势、打造成

都市公园城市特色名片的政策建议，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一、蜂产业促进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蜜蜂传花授粉的本质属性，高度契合公园城市生态

绿色建设需求。蜜蜂作为自然界重要的昆虫，其传花授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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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生产出营养丰富的蜂产品，更重要是能够维护生物多样性

和自然生态平衡。全球作物中约有四分之三都不同程度地依

赖蜜蜂授粉进行生产。此外，蜜蜂授粉能够帮助植物顺利繁

育，增加种籽数量和活力，从而修复植被。最重要的是养蜂

不与农争地，不与人争粮，只利用农田的边缘地带、林下、

道路两旁等闲散区域摆放蜂箱，开展养蜂生产，消耗的能量

和物质主要来自生态系统内可再生的植物花蜜和花粉，是天

然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

公园城市建设的核心内涵就是在城市建设中突出生态

价值，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19 年以来，成都通过实施

一系列重大工程，实现新增绿地面积 1900 万平方米，森林

覆盖率达 39.9%、建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43.5%，形成绿道-环

城生态圈与湖泊-湿地-沟渠水系交相辉映的生态体系。蜂产

业是公园城市生态体系的基础一环，为自然系统修复、生物

多样性维护提供各种隐性或者显性的贡献，而未来蜜蜂更是

公园城市生态本底延展的重要参与者，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离

不开蜜蜂的基础功能。

（二）蜂产业多功能的挖掘和拓展，能为公园城市建设增

加独特内容和亮点。蜂产业除了为人类提供蜂蜜、蜂王浆、

蜂花粉、蜂胶、蜂蜡等初级产品外，还具有多种开发功能。

一是休闲康养功能。多个地区已在打造蜜蜂特色小镇，吸引

消费者观光旅游，参与割蜜、手工制作等体验活动；蜂疗产

业也正在蓬勃发展。二是科普教育功能。蜜蜂是连结种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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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老人”，也是完美的环境指示器，因此成为中小学生

科普教育的最佳主角。美国自 1959 年起就实施了蜜蜂女王

项目，从全国的大学生中选拔蜂蜜女王和公主，为美国的整

个养蜂业代言。入选后可获得高额奖学金,所承担的任务是

向社会尤其是儿童宣传蜜蜂和蜂蜜的重要性。德国每年 9 月

的第一个星期天为蜜蜂公众开放日，向全社会展示蜜蜂科技

进展；学校也会鼓励学生拥有自己的蜂群管理团队。国内部

分城市也建设了蜜蜂文化博物馆，通过展示展览等活动激发

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三是文化传承功能。人类从认

识蜜蜂、饲养蜜蜂、研究蜜蜂到利用蜜蜂产品的过程中，形

成了丰富多彩的蜜蜂文化，并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

及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各领域，以“勤奋敬业、团结奉

献、专业创新”为核心的蜜蜂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光辉文化

的组成部分。

公园城市建设要求综合形成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诗意

栖居的美学价值、以文化人的人文价值、绿色低碳的经济价

值、健康宜人的生活价值及和谐共享的社会价值。蜂产业多

功能的开发完全符合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多个内在要求，也

符合广大市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外在需要，具有较大发展

潜力，这无疑将为公园城市建设提供独特内容和精彩亮点。

（三）成都蜂业历史悠久、地位显赫，为成都公园城市建

设提供了良好素材和积累。成都平原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就

被誉为全国的“蜜库”。每年春季油菜花期，会吸引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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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20 多万群蜜蜂到此追花夺蜜，促成了成都连年的丰产丰

收。成都也因此成为早春全国蜂蜜市场供给的“压舱石”和

蜂产品价格的“风向标”。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成都已在

全国蜂业届享有盛誉，形成了一批实力雄厚的产业组织、一

批高水平的企业家和养蜂工匠，建成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实

验站 1 个、全国蜜蜂核心育种场 3 个，在蜜蜂新品种培育、

蜂产品精深加工、智慧蜂箱设计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尤

其是 2015 年全国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成都周边盆周山区由

于植被丰富、气温适宜，成为繁育中蜂的最佳地区，每年有

10 多万群中蜂输送到省内外贫困地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

出了重要贡献。

成都公园城市建设既要面向未来开拓创新，也要讲好区

域特色故事。蜂产业既可以为成都平原农业发展史添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增厚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基石，也可以在今天

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继续发挥其在农业保供给、促增收、

优品质以及亮品牌方面的作用，为创造美丽中国实践典范做

出积极贡献。

（四）以蜂为媒、率先探索，可为成都未来接轨世界文化

名城打开新通道。蜜蜂授粉对于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关键作

用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多个国际组织的关注。自 2006 年

美国爆出蜜蜂群体性消失事件（Colony Collapse Disorder，

CCD）后，欧洲的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波兰、瑞士也发

生严重的蜜蜂死亡。联合国粮农组织专门拍摄视频《ima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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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rld without a bee》，指出因为杀虫剂滥用、集约化

种植等蜜蜂的生存正不断受到威胁，呼吁人们保护蜜蜂迫在

眉睫。2017 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每年 5 月 20 日为“世界

蜜蜂日”。美国城市居民业余养蜂者已达 20 余万人，前总

统奥巴马及夫人也在白宫饲养蜜蜂。法国巴黎也因为城市养

蜂业的兴起，使一座浪漫的城市变成了甜蜜的城市。德国柏

林城市养蜂人超过了 1 万人，青年业余养蜂人在不断增加。

国内蜂产业推进较快的城市有北京、重庆等。北京市将养蜂

业作为建设绿色北京的优势产业给予大力支持，建成全国最

大的蜜蜂科普展馆“北京蜜蜂大世界”，农旅融合实现年增

收上亿元。重庆更是确定将蜂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

业，计划十四五期间将建设 10 个蜜蜂特色小镇。

可见，蜜蜂已成为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生物，

保护蜜蜂、关爱地球，是同世界城市对话的一扇窗。公园城

市是成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牌，就必须关注世界发达城市建

设热点和动态，高站位、广视野、早谋划。以蜂为媒，率先

探索保护和开发利用蜜蜂资源的新技术、新模式、新领域，

可为成都未来接轨世界文化名城积累智慧和力量。

二、发展蜂产业助力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以制定专项规划为重点、做好蜂产业融入公园城市

建设的顶层设计。建议将蜂产业纳入到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

重要行列中，在公园城市的生态建设、产业发展等各个环节

注入蜂产业新血液。一是建议由农业主管部门牵头，政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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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科研院所及行业企业参与，编制蜂业发展专项规划。

规划要与公园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紧密衔接，统筹考虑资源、

环境和消费等因素，从产业布局、建设重点、年度计划等各

方面进行明确。二是积极融入公园城市建设的各个专项规

划。在《天府绿道科普场景规划》、《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

体规划》、《成都市“十四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等

多个相关规划中，挖潜蜂产业的多种功能，积极渗透融合，

支持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三是各部门要形成支持合力。对

蜂产业的重视需要政府部门躬先表率，首先在内部达成共

识，使尊重自然、热爱蜜蜂成为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

发展理念的一种行动。其次是各部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要形

成合力，在蜂种繁育、科普教育、技术创新等基础性、公益

性领域要集中施策，使政策效果能尽快显现。

（二）以服务市民生活为落脚点、打造蜂产业支持公园城

市建设的三大工程。以丰富市民生活内容、提升生活品质为

目标，推进蜂产业与公园城市建设的生态、美学、人文、经

济、生活价值相融合。一是打造蜂韵绿道工程。遴选性格温

顺的中华蜜蜂，在公园深处和绿道附近均匀放置，营造蝶飞

蜂舞、鸟语花香的绚丽风光；同时，还可以建造蜜蜂科普知

识栏，展示中外古今名人颂扬蜜蜂的散文、诗词，打造生活

消费场景，使绿道成为公园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二是打

造全产业链蜜蜂特色小镇。以西控区蜂产业基础较好的村镇

为核心，结合区域旅游景点，形成以蜜蜂为主题元素，集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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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养殖、蜂产品深加工、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特色蜂业小镇。

三是打造蜂疗康养特色工程。充分利用从德国引进的蜂箱气

体呼吸机、蜂胶熏蒸等先进设备和技术，结合传统蜂毒疗法，

推进蜂疗和医疗、养生与养老、蜂产品美容和健身相结合，

尽快发展蜂疗产业，增加公园城市建设的社会福利和经济效

益。

（三）以弘扬蜜蜂文化为着力点、营造蜂产业支持公园城

市建设的特色文化底蕴。在多元文化场景和特色文化载体中

融合蜜蜂文化，不断挖掘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特色文化底

蕴。一是建设蜜蜂主题公园。融合蜜蜂文化博物馆、蜜蜂花

园等休闲观光、科普教育功能的实体和产业，打造各种蜜蜂

文化活动场域，使公众不断加深对蜂产业的了解。二是促进

蜜蜂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发展。以发展“甜蜜事业”为主题，

有效地将科技和文化等要素融入蜂业生产，在全市形成蜜蜂

主题的产品创意、服务创意、环境创意和活动创意等。三是

加大对蜂产业的科普宣传。借鉴国外做法，鼓励在蓉农业大

学、科技机构每年设立“蜜蜂公众开放日”；支持有实力的

蜂业企业围绕蜜蜂科技、文化等内容向公众传授知识；激发

青年人积极投身蜂产业助力公园城市建设的热情，遴选全市

及各区市县蜜蜂形象大使，加大向社会的宣传和教育，实现

蜂产业全力支持公园城市建设的良好局面。

（四）以发展蜜蜂新产业新业态为关键点、引领成都公园

城市建设走在世界前列。以提升竞争力为核心培育蜜蜂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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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新业态，引领世界养蜂产业潮流。一是大力发展智能蜂

箱和认养蜂业。成都智能蜂箱产业已经领跑全国，应进一步

支持蜂业科技企业更新换代，不断提升蜂箱智能化程度。同

时，借助智能蜂箱实现城乡互动，鼓励市民认养智能蜂箱开

展休闲养蜂，使用移动终端观察蜜蜂活动，吃上自己酿造的

纯真蜂蜜，提升市民参与感、获得感。二是加快发展蜜蜂授

粉产业。向草莓、猕猴桃、柑橘等重要特色农产品领域全面

推广蜜蜂授粉，并率先在全国开展优质授粉农产品认定和销

售，突破人工授粉导致的农产品质量下行困局。三是发展出

口创汇产业。学习新西兰麦卢卡蜂蜜国际畅销经验，尽快鉴

定四川高端药蜜的治愈功效，瞄准阿拉伯国家、欧洲蜂蜜消

费大国等，借助蓉欧快铁和四川自贸区大平台，做强做大成

都高端优质蜂蜜出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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