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7.4.25 星期二 责任编辑：王家屏/版面设计：管继承 报料：800005086 A10

杭州新闻·热线

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来月，但是蒋先生双手上星星点点

的红色伤疤，依然触目惊心。他是杭州竞舟路金成花园28号

独栋别墅的业主，这些伤是他在捅自家庭院里的蜜蜂窝时被

蜇的。隔壁13号别墅的主人在院子里放了几十个蜂桶，每年

的分群季节，蜜蜂到处筑巢，被蜇的也远非蒋先生一人。

忍无可忍的业主们，向杭州市长公开热线12345反映了

此事。

金成花园别墅里养了26桶蜜蜂
邻居被蜇，从眼角肿到下巴
居民小区养蜜蜂究竟该谁管，农业、消防、城管都表示很为难

本报讯 人杰地灵的大浙江，绝对是吃

货们的福地——孕育了仙居鸡、萧山鸡、江山

乌骨鸡、绍兴麻鸭、缙云麻鸭、浙东白鹅、永康

灰鹅等国家级、省级家禽良种。

4 月 27 日，由浙江省农业厅主办、省畜

牧兽医局承办的“浙江省禽类十大名品”评选

活动，要在杭州和平会展中心举行。当天，来

自全省各地的37家家禽养殖企业，将为杭州

市民奉上包括鸡、鸭、鹅、鸽在内的37个禽类

产品，分别用汤煲、白切、清炖、蒸煮等方式，

呈现天然无添加的自然美味。

要知道，这些血统纯正、生态饲养、品质

上乘的鸡鸭鹅和鸽子，都是基地直供，在菜市

场里基本买不到。省农业厅还联合钱报邀请

5 位市民评审，现场吃吃吃，投票选出市民最

喜爱的十大浙江名禽。

大赛主评审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尹兆

正副教授说：“市民评审，主要通过试吃，从滋

味、香味、肉质、色泽综合打分。品尝前，要先

闻香，带汤的先品汤；禽类肌苷酸含量越高，

滋味越鲜甜；肉质要不老不嫩，有嚼劲；汤色

不黄不白不浊，禽类胴体光洁、毛孔均匀为

宜。”

另外，禽类的血统是否纯正，饲料配制是

否多样化，生长周期等因素，都是影响口感的

重要指标。

想成为浙江名禽活动的市民评审，欢迎

在 4 月 25 日上午 8 点~下午 5 点，拨打钱江

晚报新闻热线0571-96068转1登记报名。

仙居鸡：中国优良卵用鸡品种，体型小、

结实；单冠，颈部细长，背部平；尾羽高翘，羽

毛紧密。

绍兴麻鸭：野鸭驯化，已有千年历史。民

谣曰：“种稻酿酒，酒糟养鸭”，大量的酒糟乃

是麻鸭的上好饲料。

浙东白鹅：是骆宾王笔下《咏鹅》一诗的

原型。成年鹅全身羽毛洁白，额上方肉瘤高

突成半球形，随年龄增长突起明显。

本报记者 施雯 本报通讯员 高晓晓

浙江要评十大名鸡鸭鹅鸽，省农业厅邀你当评审试吃

本报记者 何晟 孙晶晶 文/摄

院子里摆了26个蜂桶
有业主被叮得眼角肿到下巴

昨日下午，钱报记者来到金成花园的别

墅区。蒋先生的夫人余女士拿出一份众多邻

居签名的材料。

来到她丈夫受伤的樟树下——虽然蜂巢

已被破坏，但是树干上还残留着白色蜂蜡。

“分出来的蜜蜂窝被我们发现时已经有40厘

米粗，六七十厘米高了⋯⋯几万只蜂飞起

来。他两只胳膊马上就肿了。”余女士说。

这并不是蜜蜂第一次在他们家筑巢。“每

年四五月，蜜蜂会分群。新蜂王带着工蜂，像

黄色龙卷风一样，我们家不同的地方就筑了

十几次窝了。”

余女士是 2009 年搬进金成花园的。当

时她就发现隔壁 13 号邻居的院子里摆了几

只蜂桶。虽然有时候晾晒的衣物上会被蜜蜂

拉上点点屎尿，很难清洗，但是为了邻里关

系，她只是把贵重衣物不晒在外了事。

“没想到后来越养越多，现在变成了二十

几个桶，还有人定期上门收蜂蜜。蜜蜂也无

孔不入，即使门窗都关严了，它们也能从空调

孔的缝隙往里钻。”余女士说。

和养蜜蜂的邻居沟通？但对方不和她正

面接触。

而被蜜蜂蜇伤的邻居却在不断增加，老

人和小孩都有。一位杨女士说，更换纱窗也

没起作用，她这才发现，即使细小如移动窗的

排水孔那么小的洞，蜜蜂也能进来。尤其是

晚上，“连开不开灯，都得考虑一下了。”

钱报记者从物业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去

年五月，一位60多岁的别墅业主被叮得从眼

睛到下巴都肿得很厉害，治疗花了近两千元。

走近13号别墅，一阵翅膀扇动的嗡嗡声

传来。沿着围墙栅栏，摆放着一个个木质蜂

桶，顶上还盖着蓑衣和铝制锅盖，看得出照料

得很精心。数了一下，蜂桶有 26 个，不少蜜

蜂在上面爬进爬出。

钱报记者拨了几次 13 号业主金先生的

电话，都被挂断。

只要有专业养殖场
蜂主答应社区处理掉蜜蜂

金成花园物业的傅主任，自2011年起就

在管理小区了。为此事，他曾给金先生打过

电话，对方表示会注意一下。接下来，邻居投

诉不断，金先生对上门劝说的保安队长说，蜜

蜂有翅膀的，他又没办法管。

傅主任说，毕竟在市区养蜂不合适，能不

能移到乡下？“可是对方不同意，我们也没有

强制权。”

昨天，竞舟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赶到了现

场。社区书记田蓉萍说，社区就这个问题，城

管、农业、消防部门都找遍了，对方都表示小

区养蜂，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4 月 24 日上

午，社区也给金先生打了电话，对方表示，愿

意把蜜蜂处理掉，但是必须是对口的职能部

门或是专业的养殖场上门接收。

“如果这是他真实的想法，那我真是谢天

谢地了！”蒋先生说。

投诉饲养昆虫
城管还是头一回听说

真的没有一个部门管得了这个问题吗？

杭州农业部门表示职责是对养蜂产业提

供技术指导；而消防部门会视情帮助清除马

蜂窝。

西湖区城管局文新执法中队分队长邹勇

接到反映后曾去现场查看，获悉别墅里的是

中华蜜蜂。蜂主说，蜜蜂是自己飞来的，在他

家做了窝。他觉得好奇，还特地买了养蜂的

书 学 习 ，养 在 蜂 桶 里 ，一 年 年 多 起 来 的 。

2006年，中华蜜蜂被列入农业部国家级畜禽

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当时他觉得是个好兆

头，就把蜜蜂留了下来。他们每年会找专人

来取蜜，一部分自己吃，一部分送人。

小区里养蜜蜂，邹勇做了 10 多年城管，

也是头一次见。“这蜜蜂不属于家禽家畜，它

属于昆虫，并不在城管的管理范围内。”邹勇

说。

看来，只能如田书记所说，希望有专业的

养殖场如果对这20多桶蜜蜂感兴趣，能与社

区联系。

业 主 家 的 蜂

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