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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多活几年，多干点事”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
一个好身体，干事创业就是句
空话。我想多活几年，多干点
事。”谭家正知道想多干些事
情，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992 年，他离休后的第二年，世
界卫生组织在报刊上的一条消
息：全世界十种人健康长寿，首
选是养蜂人，至今还没发现有
长癌症的，第二种人是水手，第
三种人是音乐家……引起谭家
正极大的兴趣。

他说，很多人想到事情就
开始等，等到最后也没什么成
就。而自己知道，等是没有用
的，想干什么事情，必须从头开
始学习。他开始购买养蜂书刊
细读，访问养蜂老人，现场参观
学习。1993 年春，他购买了一
箱蜂，从此他与蜜蜂结下了不
解之缘。老伴的参与，更加调动
了他的积极性，最多时他养蜂
达到 80 多箱。他曾在潍北引黄
济青输水河岸边洋槐林中搭建
帐篷，采集洋槐花蜜；在昌邑北
部王家庄子香菜场地安营起
灶；在昌乐县大山洼村大山前
坡追花夺蜜，三十多箱蜜蜂生
产群，采蜜 1 吨多。

在记者的请求下，谭家正
小心翼翼的揭开一个蜂箱的盖
子，还不忘念叨，“快点看，这些
小家伙怕冷，得赶紧盖上。”

谭家正的家中正好带个大
院子，院子正中有一棵柿子树，
树上挂了金灿灿的柿子。除了
这棵树，院子里满目都是蜂箱。
谭家正在蜂箱中忙忙碌碌，搬
搬这个，挪挪那个，满目都是骄
傲。

“这是爱好，谁也挡不了
的，没有这些蜜蜂，我就不知道
现在该干什么了。不过，养蜂中
发现的问题，还得和其他养蜂
人多交流，大家一起进步才行。
现在，寒亭养蜂人已经基本淘
汰了落后品种，养的全都是良
种蜂了。”平日，他深入村居、社

区，大力宣传蜜蜂授粉的好处，
呼吁大力发展养蜂事业。

第一个“养蜂协会”

养蜂的快乐让谭老的身体
更加强健，他把养蜂的热爱放
大到发展全区的养蜂事业上。

谭家正说，以前养蜂人都
是自己养自己的，出现问题之
后得不到交流，一直没有很突
出的成就。于是，他骑着自行
车，转了整个寒亭区，打听到几
乎全部的养蜂人，一个个的问
他们，养蜂多久了？现在有多少
箱蜂？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养
蜂有什么要求？最后，他向各位
养蜂人提出，建立一个养蜂协
会，有了困难大家一起讨论解
决，这个提议得到了寒亭区养
蜂人的一致赞成。

1997 年 1 月 17 日，寒亭
区养蜂协会成立，谭老当选为
首届会长。养蜂协会会长对他
来说不仅是头衔，更是一种责
任。他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区
内蜜蜂品种混杂，饲养管理落
后，致使蜂产品产量不高的状
况。为此，他先后自费开支
2500 多元，从吉林、北京、浙
江、江苏、福建等省蜜蜂良种
繁育基地选购引进了蜜浆高产
品种 20 余只。蜂王产卵正常
后，便通知协会会员和蜂友前
来移虫，培养新蜂王，淘汰劣
蜂王，使全区蜜蜂品种基本实
现了良种化。

在此后的几年里，他还撰
写了《寒亭区养蜂管理历》、《大
棚草莓、杏、桃、樱桃蜜蜂授粉
管理须知》、《蜂产品食用须知》
科普书籍，分发到养蜂户，还赠
送给平度、安丘等几十个养蜂
户。他还组织举办蜜蜂授粉科
技讲座，使寒亭区成为全省率
先开展蜜蜂授粉的先进地区。
另外，他还帮助昌邑市成立了
养蜂协会，推动了兄弟单位养
蜂事业的发展。

寒亭区蜂协成立前全区养
蜂 600 多箱，现在发展到 1800

多箱，谭家正的付出，功不可
没。

人要像蜜蜂一样，不停努力

很难想象，一个 82 岁的老
人出门都自己骑着大轮自行
车，不骑车也是健步如飞。谭家
正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在他
家的院子里，谭老还亲自爬梯
子上树给记者摘了几个柿子。
他说，自从开始养蜂，自己每天
都喝蜂蜜，吃蜂王浆。

养蜂的成功让谭家正身体
非常健康，而蜜蜂勤奋、奉献的
精神感染了他。养蜂之余，他笔
耕不辍，倾心致力于地方史志
的编纂工作。1991 年，他从寒
亭区史志办公室离休，当时，

《寒亭区志》还没有出版印刷，
前任领导离休，后任领导刚接
任，他被返聘上岗，继续担任副
主编。1992 年新编《寒亭区志》
问世，荣获全国史志系统优良
成果三等奖。

谭老有副编审的职称，“两
费”有保障，但他不愿意坐享清
福。在区史志办工作的后期，他
接到了西杨家埠村“两委”的聘
书，担任《杨家埠村志》主编。从
成立编志领导小组，组建编写
班子，制定编纂计划，到走访采
集、查阅史书、考证整理，他事
必躬亲。历时 4 年，《杨家埠村
志》( 3 5 万字 )编撰完成。1993

年，《杨家埠村志》一经出版，引
起了全国地方志界的注目，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写信给他，
表示充分肯定，中州书籍出版
社出版的《志评》一书，给予了
高度评价。《杨家埠村志》是全
国村级编志、国内外公开发行
的第一部，填补了中国地方志
丛书的空白。该书远销日本、美
国等国家和地区，对宣传杨家
埠、宣传寒亭产生了积极影响。

《杨家埠村志》出版后，他又连
续 12 年编写了村情大事记、杨
家埠年画业、风筝业和旅游业
发展史，以及《鲁东四川杨氏先
祖调查工作资料汇编》、《杨家

埠功臣资料汇编》、《杨洛书专
记》、《杨同科传记》、《虎胆神
枪》小说等。此后，除了参加《潍
坊市志》的编写外，他还应邀到
莱州市史志办帮助修改《莱州
市志》中自然环境编(9 万字)，
校点清代和民国期间五部《掖
县志》(50 万字)志书正文；曾应
邀到福建省连江县筱埕镇大埕
村指导编写《大埕村志》；还为
山东省史志办主办的《企业信
息快讯》、《山东新时期杰出人
物》撰稿 70 余篇；他参编《中华
谭氏通志》达 4 年之久，提供山
东方面资料有五六万字，花费
达 4000 余元。

“人要向这蜜蜂一样，不断
的努力，在我心里没有真正的
离休。我每一天都想多学点东
西，多为大家做些事。”谭老说。

本报记者 杨万卿 通讯员 金海平

寒亭首任养蜂协会会长谭家正:

“做人要像蜜蜂一样勤劳”

善良、诚信、担当、坚持……这些美
好的词汇，是否能够引起您内心的共鸣，
能够带来清新的社会风气，引发人们思考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真谛，寻找到我们这个
时代呼唤的精神？

那么，与我们一起寻找隐藏在我们身
边的“潍坊榜样”，他们也许不是“明
星”、不是“大人物”、不是“名人”，
但他们将能代表来自潍坊最基层的百姓，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全方位阐释“榜样”的
含义和力量。请给我们发送一封电子邮
件、一张照片、打一个电话、发一条短
信，让榜样的光辉照耀我们的城市！

邮箱： yuxiaoxian-blue@163 .com ；
电话： 18678086815 、 13791667431 。

寻找身边的感动

谭家正住在寒亭区杨家埠，离休后，他已经养了 20 年的蜜蜂，并创办了寒亭区养蜂协
会。养蜂之余，他笔耕不辍，先后参与编纂《寒亭区志》、《莱州市志》、《杨家埠村志》等 20 余
部地方史志。“趁着脑子还好使，手脚还灵便，多学点东西，不能把本事都带到火葬场去。”

今年已经 82 岁的谭老，天天喝蜂蜜，到现在能骑自行车、上树摘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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