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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吴蚕出火时，交交窗外一禽啼。溪西有叶高难采，

遥见青裙上竹梯。”宋代诗人何应龙的诗作《吴蚕》生动描写

了吴地蚕农在蚕宝宝即将结茧时辛勤采桑喂养的忙碌场

景。时下正是晚秋蚕结茧收获的季节，走进焦村镇邢村田野

间的桑蚕养殖大棚，一排排方格簇、折簇的网格间，一颗颗

蚕茧散布其间，蚕农们一如古诗里的场景，正在忙碌着收取

蚕茧。

在该村 90号养殖大棚，该镇桑蚕养殖技术员、产业示
范户赵国财，和 5名雇来的村民正有说有笑地从方格簇间
取下一颗颗蚕茧。“今年雨水好，桑叶充足，蚕生长得好，结

的茧质量好、产量也高。从 5月 1日开始养第一批春蚕到现
在，这已经是第四批了，这是晚秋蚕，我这 1个棚养了 5张
蚕种，每张蚕种 3万个，按目前收获的情况来看，预计这一
批可以收获 500斤蚕茧。蚕茧还没收完，江苏省、安徽省的
客户已提前打电话订购了，每斤市场价 32元，都抢着要
呢！”

“咱们这里的蚕属于北方蚕种。由于北方地区四季分

明，所以蚕结的茧不仅大，而且质量好，平均一个茧的蚕丝

要比江南的茧长 200米以上，所以蚕茧供不应求。”赵国财
笑着说。

赵国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养蚕平均一个月一批，他的

养殖大棚从春蚕、夏蚕、中秋蚕到现在的晚秋蚕，已经养殖

4批，每个大棚需要匹配 10余亩蛋白桑，每亩地的净收益
在 8000元以上。

1组养殖大户侯香梅站在一排折簇前，灵巧的双手上
下翻飞，一颗颗雪白的蚕茧“飞”向身边的白色筐子，筐子里

的“雪堆”在逐渐增高。“我养蚕已经 5年了，前两年因为技
术没掌握，再加上市场不稳定，基本上赔钱。这两年技术也

掌握了，经验也丰富了，目前效益还不错”。性格开朗的侯香

梅笑着说，2座养殖大棚，33亩桑田，这一批晚秋蚕 15张蚕
种长得好，预计能收 750公斤蚕茧，去掉购买蚕种、人工成
本等，这一批能净赚 3万多元。

走进养殖大户邢西营的蚕棚，一排排折簇的方格内，金

黄色的蚕茧格外引人注目。“干了这几年，也摸索出了一点

经验，我今年引进了这种黄金蚕 3张，用它抽的丝做成的蚕
丝被在市场叫‘黄金被 '，售价要高于一般的蚕丝被。所以这
些黄金茧，我准备自己抽丝，做一些蚕丝被，在市场上推

广。”

走出蚕棚，一望无际的桑田在秋雨的滋润下，丛生的枝

头长出了一片片嫩绿的桑叶。望着眼前的勃勃生机，赵国财

脸上透着自信，“截至目前，今年焦村镇共养殖春蚕 470张，
夏蚕、中秋蚕、晚秋蚕各 400张，根据现在的天气状况，部分
蚕农还养殖了少量的第五批秋蚕，今年的桑蚕生产要好于

前几年，预计今年可收获蚕茧 14万多斤，产值在 500万元
左右。”

“桑树浑身是宝，现在养蚕已经接近尾声，地里剩余的

桑叶要长到霜降以后，是制作桑叶茶的好原料，现在已经有

很多外地的客户来订购了。等到桑叶全部摘完，这些空枝条

收割后，可以用机器切成薄片，是很好的中药材。所以栽桑

养蚕，到最后可以卖得干干净净”。赵国财神情里充满了自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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