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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虫被他当成了“宝”
本报通讯员 齐海坤 本报记者 李小贤

为了保护豆子的生长，许多村民想尽办法消灭豆虫，可献县梁庄村村民
李东兴却在地里养起了豆虫，细心呵护——

“东兴呀，又挖豆虫呢，咋样
呀？”11月3日，一位村民路过李
东兴家的地头时问道。

“豆虫长得还行。”李东兴停
下手中的活儿，直起身答道。

等村民离开，李东兴又继续
弯下腰寻找地上的小洞。那些不
起眼的小洞里藏着他要找的“宝
贝”——豆虫。

养豆虫

42 岁的李东兴，是献县临
河乡梁庄村村民。

这几天，李东兴和妻子把地
里的大豆收回家，又忙着挖地里
的豆虫。

李东兴说：“到了 10 月份，
豆虫就钻进土里了。土壤比较松
软的地方最容易找到它们。它们
藏身的地方有一个小洞。”

发现了一个小洞，李东兴用
铁锹挖起土，小心翼翼地在土里
寻找豆虫。很快，一条裹着土的
豆虫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条豆
虫真肥。”李东兴边说边把豆虫
放进了桶里，“有的时候，能一下
挖出三四条，看着可有成就感
了。”

李东兴所说的豆虫，学名豆
天蛾，又叫豆丹。在人们的传统
认知中，豆虫是专吃大豆叶子、
会造成大豆减产甚至绝收的害
虫。农民都想要把它除掉。李东
兴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除
豆虫，反而在自家地里养起了
它。

“东兴是咋想的，在大豆地
里养豆虫，那不是祸祸庄稼吗。”

“养出来卖不掉怎么办？”村民们
议论声一片。

面对大家的质疑，李东兴只
是笑笑，没作过多的解释。

李东兴说，多年前，有南方
的客商来到村里收豆虫，豆虫价
格还挺高。为了贴补家用，他去
挖过豆虫。那时，人们都是去大
豆地里找，没见过有人专门养豆
虫的。

直到后来，李东兴在网上看
到了关于养豆虫的视频，很感兴
趣。

他了解到，豆虫其实是一
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绿色
养殖是豆虫的重要卖点，养殖
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
饲料是自然的豆类植物。在江
苏、上海、山东一些地区，以豆
虫为食材烹饪出的各类美食很
受欢迎。

“如果我能养好豆虫，不也
是条致富的道路吗？”李东兴说。

打造豆虫的“家”

李东兴不仅爱琢磨，还喜欢
尝试新鲜事物。既然有了想法，
他就立刻付诸行动。

2022 年，李东兴在地里找
到一些豆虫蛹，将它们带回了
家。

这些豆虫蛹怎么才能繁育
呢？李东兴犯了难。他在网上查
了很多资料，决定给豆虫蛹打造
一个适合繁育的“家”。

他在空置的房间里，放了一

个大盆。盆中放入松软的土，然
后将豆虫蛹放到土里。他还在房
间里挂了几张报纸，每天往报纸
上喷一些水，保持潮湿。他期待
着这些豆虫蛹羽化成蛾，然后产
卵。

养豆虫，还要给它们准备
“口粮”。豆叶是豆虫们的最爱。
李东兴在家附近的一小块地里
种了大豆。这里也成为他养豆虫
的第一个“基地”。

李东兴翘首以待，豆虫蛹化
成的蛾子终于在潮湿的报纸上
产卵了。

这时，地里的豆秧已经舒展
开了枝叶。李东兴将带有虫卵的
报纸剪成若干小份，放到了地里
的豆秧上。

“那时，我没有任何经验，就
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做这些
事情，也不知道那些卵能不能变
成虫。”李东兴说。

过了十几天，李东兴到地里
查看情况。看到有的豆叶被全部
吃掉，有的豆叶被吃掉半截。他
赶紧去寻找豆秧上的豆虫。只见
一条很小的豆虫趴在豆叶上，豆
叶被吃掉了一部分。看到豆虫茁
壮成长，李东兴笑了……

“豆叶养分高，豆虫专门挑
嫩叶吃。”李东兴说。那年，李东
兴收获了200来条豆虫。

“我以前吃过炸豆虫，味道
还不错。可这次自己辛辛苦苦养
出来豆虫后，我没舍得吃，也没
舍得卖，就想着当‘种苗’。”李东
兴说。

“养尊处优”的豆虫

有了第一年养豆虫的经验，
今年，李东兴将试验田扩种到了
2亩地。他自己的“种苗”不够，

就又买了一些“种苗”。他还通过
网络、向人请教等方式，学习养
豆虫的技术。

“这些豆虫，说好养也好养。
它们吃的是豆叶，喝的是露水。
只要我们把前期工作做好了，
再把卵放在叶子上，等待着它
长大就行了。说不好养也不好
养，在豆虫还是卵和幼虫时，很
多动物都可以吃掉它。天上的
鸟儿也会把豆虫当成美食。”李
东兴说。

李东兴把豆虫当成了“宝”，
细心呵护它们成长。在大豆地里
不只有豆虫，还会出现其它害
虫。它们会和豆虫争“口粮”。因
为养豆虫，地里没办法打药，为

了消灭其它虫子，只能人工捉
虫。

有一次，李东兴以为被吃了
一半的豆叶背面是一条吃饱了
的豆虫，可翻开叶子一看，却是
另外一种害虫。那种害虫繁殖
快，如果不及时消灭，会越来
越多。李东兴迅速清理那种害
虫。

“人工捉虫时，尤其是在豆
虫非常小的时候，要辨别清楚，
千万不能把幼虫弄死了。”李东
兴说。

除了人工捉虫，李东兴还得
帮豆虫防鸟儿来偷袭。又肥又有
营养的豆虫，可是鸟儿眼里的美
食。

为此，李东兴在豆秧上面覆
盖了一层网，为豆虫搭建“保护
伞”。有了这层网，鸟儿只能“望
虫兴叹”了。

减少了鸟儿的威胁，一条条
呆萌可爱的豆虫可以在绿油油
的豆叶上享受“美餐”了。

“我喜欢晚上去地里面瞅
瞅，用紫光灯一照，那些胖胖
的 豆 虫 发 出 绿 色 的 荧 光 ，我
越 看 心 里 越 欢 喜 。”李 东 兴
说。

豆虫在豆秧上生活需要防
鸟儿威胁，它们钻入土后，也会
面临一些动物的威胁。

大豆地里经常会出现刺猬
的脚印。刺猬会在地里刨洞，对
豆虫在地下的生活环境造成影
响，而且还会吃掉虫子。

李东兴说：“我估计豆虫很
难逃脱它的‘魔掌’。有一天晚
上，我去地里转，循着声响看到
一只刺猬正在刨洞，就找来工
具，将刺猬送到了离大豆地比较
远的地方，希望它不要再回来
了。”

“虫+豆”，收入高

豆虫的生长周期在 25天左
右。去年，李东兴没有养豆虫的
经验，虫卵放早了，豆秧生长满
足不了豆虫的需求。今年，他选
择在豆秧长到三四十厘米、豆子
基本成型时才投放虫卵，这样对
豆秆、豆茎、豆荚产生的影响会
小一些。

在李东兴和妻子的管护下，
大豆地里不断结出丰收的“果
实”。

李东兴盘算着今年的收入。
一份收入来自嫩嫩的毛豆。因为
那些毛豆是纯天然的，在当地很
畅销。另一份收入是豆虫带来
的。李东兴卖出了第一批 50多
公斤豆虫。当时的市场价是 60
多 元 一 公 斤 。李 东 兴 收 入 了
3000多元钱。

还有一份收入来自刚收割
完 的 大 豆 。把 那 些 大 豆 卖 出
去，李东兴又会增加一部分收
入。

如今，村民们看到李东兴养
豆虫增收后，也慢慢改变了态
度。有村民比较好奇，专门到李
东兴家的地头转转，看看豆虫养
殖情况。还有的村民也动了想要
养豆虫的心思，询问李东兴怎么
养。

除了用于销售，李东兴还特
意留下一些“种苗”进行繁育，准
备来年继续养殖豆虫。

在李东兴家中，掀开院内的
一块塑料布，就能看到用砖圈起
来的一块地方，里面铺着一层厚
厚的松软的土。有的豆虫从土中
探出了身子，有的豆虫则在土里
舒舒服服地“休息”着……

“这些‘种苗’是用来繁育
的。接下来，我准备建大棚，继续
扩大养殖规模，同时带动有兴趣
的村民一起养豆虫。”李东兴从
土里挖出几条豆虫，捧在手心
里。看着这些豆虫，他充满希望，
盼着这条养虫致富路能够越走
越远……

（本版图片由李东兴提供）

李东兴把豆虫当成了李东兴把豆虫当成了““宝宝””

豆虫成了豆虫成了““致富虫致富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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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