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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蜂产业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重要体现。罗平

县通过百万亩油菜花,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成熟的蜂产业发展体系。本文在介绍罗平县蜂产业发展总体

概况的基础上,分析罗平县蜂产业存在的问题,并从人才培育、产业链、品牌建设、质量安全、蜂旅融

合五方面入手,提出推动当地蜂产业绿色发展的建议,以助力罗平县蜂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产业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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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bee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adhering to the "industry 

revitalizing agriculture, quality revitalizing agriculture, green revitalizing agri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uoping County has formed a unique and mature bee industry development system through 

1 million mu of rapeseed flowers.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be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Luoping Coun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bee industry in Luoping 

County,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local bee industry from five 

aspects: talent cultivation, industrial chain, brand building, quality and safety, and integration of bee tourism. To 

help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bee industry in Luoping County and boos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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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县坐落在云南省东部,地处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

处,因此有“鸡鸣三省”的美誉,是进出云南的东大门。目前罗

平已成为全国蜜蜂春繁基地、国家优质蜂产品生产基地和云南

省最大的商品蜜生产基地,这不仅展现了罗平县作为油菜花产

区的独特魅力,也进一步促进了当地蜂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为当

地经济的增长和农民收入提升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不久的将来,

蜂产业将成为罗平县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县域经济绿色发

展的重要产业。 

1 罗平县蜂产业发展的优势 

1.1气候独特,蜜源丰富 

罗平县地势高低差异显著,海拔从最高处的2467.9米到最

低处的781米,相差1686.9米。境内山脉起伏,地形复杂多变,形

成了湿润温和的特殊气候环境。气候宜人,四季分明,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为各类植物提供了

优越的生长条件。目前,罗平县拥有大片油菜花海、玉米、荞麦、

苕花、水果以及丰富的野生植物蜜粉源,成为蜜蜂繁衍生息和养

蜂人向往的“天堂”。 

1.2产业基础成熟 

近年来,罗平县秉持着“高原农业特色化、规模农业品牌化”

的发展理念,大力推动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依托丰富的蜂蜜资

源,每年吸引全国20余个地区的200余户西蜂养殖户和400余户

中蜂养殖户前来进行春季繁殖。同时,县内多家本土蜂产品加工

企业蓬勃发展,成功打造了“罗平蜂蜜”等多个知名品牌。如今,

“罗平蜂蜜”以其独特口味和高营养价值受到广泛欢迎,随着人

们对天然有机食品需求的增加,“罗平蜂蜜”必将迎来更广阔的

市场空间,为罗平县的绿色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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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政策持续扶持 

罗平县政府始终坚持加快产业转型,不断推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打造“一村一品”

专业村落,并建立了规模化、绿色化、品质化的种养殖基地。

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促进其加强农产品

终端精深加工能力,进而做大做强绿色食品产业。通过不断提

升罗平菜油、姜酒、小黄姜、蜂蜜等具有地域特色的“罗”

字牌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为县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2 罗平县蜂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缺乏专业养蜂人才 

罗平县虽然在养蜂方面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养蜂

人才,阻碍了养蜂产业的发展。首先,大部分蜂农未接受系统培

训且普遍年龄偏大,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导致养殖技术不足、

效率低下,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其次,受传统农业观念限制,部分

蜂农质量意识薄弱,养殖技术落后,标准化程度低,直接影响了

产品品质。最后,缺乏食品质量安全意识和过度追求产量导致产

品质量良莠不齐。 

2.2产品附加值低,缺乏核心竞争力 

目前,罗平县的蜂产品加工企业主要专注于原材料加工,种

类单一,存在低端化和同质化问题,附加值低,规模相对较小,抗

风险能力弱,产品创新不足。为提升竞争力,必须实现规模化经

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和消费水平提升,仅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

模式已不再适用,需求成为关键。传统蜂产品未能迅速适应市场

需求变化,竞争力逐步下降。同时,行业内对交流合作认识不足,

导致产品推广和市场认知不足,信息流通不畅,销售渠道受限,

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 

2.3品牌建设不足 

首先,是许多企业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品牌建设在增强市场

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对品牌进行全面的定位、把控与管

理,这导致它们在众多产品中难以脱颖而出；部分企业虽然意识

到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品牌塑造的过程,导致其品牌

建设水平低下。其次,尽管政府和企业都认识到品牌建设的重要

性,但品牌宣传力度有限,品牌影响范围辐射相对较小,局限于

本省或周边地区,此外,宣传费用高昂,宣传效果又难以得到保

证,很多企业难以承担其中的风险。  

3 罗平县蜂产业绿色发展的建议 

3.1加强人才培育与引进 

结合罗平县蜂业发展现状,开展蜜蜂养殖技术及蜂产品加

工培训,提升基层培训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生产销售人员等蜂

业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降低蜂农风险,使他们了解市场需求调

动了蜂农参与养蜂的积极性,实现养蜂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人才

的培育与引进需要多个部门的紧密配合,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校、

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在进行技术培训的同时,也要积极引入

引进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建立如专家工作站、培训站、实习基地

等多种方式,培养出一支能够推动产业发展的专业技术团队和

养蜂领域的领军人才。这不仅可以提高蜂产品的质量与竞争力,

还可以推动整个蜂产业的体系化建设,并逐渐扩大蜂场和企业

规模,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增长,并为蜂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推动蜂业绿色发展。 

3.2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品牌建设 

首先,为了带动罗平蜂蜜等为重点的特色农业产业的转型

和升级,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特色打造“一村一品”专业村落,

建设规模化、绿色化、品质化种养殖基地,同时,致力于推进蜜

蜂养殖的产业化经营,努力推动建立蜂产品生产基地及工业园

区,并全面促进蜂文化、蜂产业的蜂科技的协同发展,以健全蜂

产业链。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和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工程,提高产品

质量,增强竞争力。其次,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积极

吸引国内的大型企业参与蜂产业链的建设,并引进先进的成熟

蜜生产线设备,以提高产品的档次,推动产品升级换代。加快现

代物流体系的构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进一步完善配

套设施,提高服务水平,形成高效便捷的物流配送系统。此外,

积极推动农产品终端的精深加工,大幅推进蜂产品及制品的多

样化,以增加产品附加值。最后,积极推进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

以增加农产品的高品质供给,通过各种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和资

金支持等方式,鼓励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品牌意识,创

建具有地标性和知名度的产品品牌。同时,也支持创建具有明显

地域特色和产品特点的公共品牌,以提高罗平县蜜蜂产品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并助力罗平县蜜蜂产业走向品牌化,为其持续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使蜂产业成为罗平县增效增收、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产业。 

3.3加强质量安全监管,驱动蜂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蜂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加大对蜂产品质量安

全控制与检测工作的投入。通过与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省兽药饲料监察所及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等相

关单位的合作,并充分运用蜂产品溯源管理手段,构建一个全方

位的全产业链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系统。该系统覆盖了从蜜源植

物的种植、蜂场的生产、疫病的监测、原料的运输,一直到蜂产

品加工和销售的各个环节,以确保对蜂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全方

位、无死角的监控。同时引导构建区块链蜂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建立全省统一的蜂产品追溯平台,对所有采集的蜂产品信

息进行集中编码,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和数据共享。在此基础上,

与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完善的假冒伪劣蜂产

品的举报和抽检机制,对不合格蜂产品实行“黑名单”制度,即

由监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将有问题蜂产品全部列入黑名单,同

时向社会公布。借助这一机制,共同努力维护蜂产品市场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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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安全且可信赖的蜂产品,进一步保

障了蜂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支持龙头蜂企构建和完善其质量

和环境管理体系,以提升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加强自身

建设。 

3.4推动蜂旅融合与产业协同发展 

坚持推进蜂旅融合发展,深入挖掘罗平县的旅游潜力,紧密

结合蜂文化的历史进程和当地的文化特点,致力于创建一系列

具有特色的蜂旅文化旅游项目。近年来,罗平蜂产业蓬勃发展,

形成了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的格局,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罗平拥有极为丰富的旅游资

源,特别是以“中国最美峰丛”金鸡峰丛为代表的旅游景点,借

助每年举办的“中国·云南·罗平国际油菜花文化旅游节”,

吸引大批的养蜂人与游客蜂拥罗平,追花逐蜜,不仅为油菜增产

提质,还促进了罗平县蜂产业的繁荣与发展,而且已成为面向全

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文化活动,成为云南旅游业的一大看

点。对提升罗平蜂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

具有重要作用。 

4 结语 

充分发挥旅游业“一业兴,百业旺”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

产业融合、产城融合,丰富旅游业态,增加高品质供给,满足多元

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带动医疗、康养、文化、体育、商贸、

物流等产业的协同发展,建成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国际高原

花海旅游康养健康生活目的地和三省(区)结合部综合服务中心,

打造农旅康养融合发展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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