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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孙艺轩的人都知道，她是在蜜罐里泡大的。
“我的父亲孙大和是一位有着 30 多年经验的养蜂

人，每天都与蜜蜂为伍。”这位江苏南京西洋湖养蜂专业
合作社的创始人兼秘书长回忆说，她童年最深的记忆就
是嗡嗡作响的蜂群和黄灿灿的蜂蜜。

孙艺轩见证过蜜蜂带来的奇迹。因长期劳累，孙
大和曾患尿毒症。那段时间，孙艺轩看着爸爸每天都要
吃蜂蜜、蜂王浆、蜂花粉，最后竟然奇迹般痊愈了。

“爸爸告诉我，这是因为蜂制品能提高人体免疫
力。”渐渐懂事的孙艺轩觉得格外神奇，“这么好的蜂产
品，应该让更多人知道啊”。

考大学时，孙艺轩特意选择了市场营销专业，“我们
村的蜂蜜走不出去，就无法让更多人从中受益，我要学
好营销，让村里的蜂产品甜遍大江南北”。

毕业后，孙艺轩回村，建议父亲建立养蜂专业合作
社，做品牌，输出技术、蜂种，带动社员一起干。

“之所以要建合作社，是因为我们的蜂产品没有任
何添加剂，对蜂蜜的要求非常高，必须从源头上控制质
量，自己有合作社，质量上就更有保证。”孙艺轩说，“而
且，蜂农们集合在一起，就好像单个的蜜蜂形成蜂群，才
有话语权，这样才能卖上好价钱”。

2013 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孙艺轩注册了西洋湖
养蜂专业合作社，开始从事蜜蜂养殖和蜂产品加工。

小时候，孙艺轩曾经到父亲的养蜂场跟蜜蜂亲密
接触，可真正投身这个行业后，她才知道甜丝丝的蜂蜜
是用艰辛的汗水酿成的。

养蜂是一个高度依赖人工的技术产业，大部分工
序只能靠人力完成。《舌尖上的中国》里那对追着桃花、
油菜花跑遍全国的养蜂夫妻，就是许多蜂农真实的生
活，不光累，还经常被蜇得满手包。

“你看我的手，这些都是被蜇的伤口。”孙艺轩举起
手臂让记者看，“这可不像养个小猫、小狗，熟了之后他
们会认人，蜜蜂可不行，熟了也照蜇不误”。

但日子久了，孙艺轩对这些满身黄黑条纹的小东
西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天气不好的时候，比如快下雨的
时候就别去招惹他们，男生喝了酒也不要去，因为蜜蜂
对酒味很敏感”。

因为了解养蜂人的不易，孙艺轩总是站在蜂农的
角度考虑问题，给社员的蜂蜜收购价比市场价高 15%
到 30%。今年南京花开季节正赶上雨水多，蜂蜜产量
有所减少，孙艺轩又把蜂蜜的收购价往上调了一点。

“不怕砸手里吗？”记者问孙艺轩。
“不会呀。”孙艺轩很自信地说，“别忘了我是市场

营销专业出身的，开拓市场是我的强项”。
这个1991年出生的姑娘有着年轻人的活力和学营

销的头脑，在她看来，蜂蜜、蜂王浆等传统蜂产品已远不
能满足大众需求。她四处找资源，设计开发了巢脾纳米
喷剂、巢蜜、冻干粉、蜂胶牙膏、蜂胶软胶囊、蜂胶蜂蜜
皂、蜂蜡工艺品蜡烛等一系列蜂衍生品，进一步拓宽蜂
产品销售种类。

“最近我正在开发雄蜂蛹，准备推向餐桌。”孙艺轩
尝过，味道不错，没准儿能成为爆款。

对网络的熟悉也是孙艺轩的优势。2014 年，她就
开设了淘宝网店，从去年起开始大规模上货，销售范围
辐射全国。同时，在湖熟街道妇联的大力支持下，孙艺
轩还组织西洋湖养蜂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进行培训，鼓励
农村妇女学习使用电脑、打印机等，教她们用互联网销
售蜂产品。

父亲孙大和也积极为女儿出谋划策。他现在只
养四五十箱蜜蜂，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为社员提
供技术指导，把关订单产品加工流程，确保蜂产品质
量更好。

在孙艺轩的带动下，不到 3 年工夫，西洋湖就带动
了 136 户周边社员专业养蜂，为 500 多户农户提供了
工作机会。西洋湖蜂产品也进入当地的常客隆超市、
岗山超市，还有一些食品厂用西洋湖的蜂蜜做面包、饮
料，年销售额超过千万元。

为扩大经营品种，孙艺轩注册成立了江宁区西洋
湖家庭农场，通过大面积流转土地，种植原生态水稻、
果蔬等农产品，带动周边 20 多名农村妇女就业，西洋
湖牌大米、年糕、麻油等多个产品陆续上市。

“我的目标就是力争让西洋湖品牌多线发展，让养
蜂业与种植业相结合，产生 1+1>2 的效果。”孙艺轩的
理想是打造一个以蜜蜂文化产业为主线，特色美食、体
验式生产、乡村旅游交相呼应的蜂文化农业生态园，把
父亲的甜蜜事业发扬光大。

最“甜蜜”的接班人
本报记者 佘 颖

“老少爷们，待会儿要是觉得节目演
得好，咱就热烈鼓掌。”7 月 3 日晚，山东省
胶州市李哥庄镇纪家庄村文体广场上，主
持人的方言一出口，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
扑面而来，惹得台下笑声一片。

当日，胶州市“邻里艺术团”的乡村巡
演来到该村，上演了一场村民自编自导自
演的晚会。村民们或自带马扎，或席地而
坐，专注地围在舞台前，看得有滋有味。

72 岁的王京连侧卧在文体广场一旁
的腹肌板上，不时鼓掌喊出一声“好”。“电
视上的节目离俺太远，还是这样的新鲜、
带劲儿。”王京连笑着说。

李哥庄镇党委书记刘瑛表示，随着社
会的发展，很多群众不再满足于看表演，
而是希望能够登台表演、展示自我。

李哥庄镇三屯小学的教师韩凤霞，一
听说村里成立了邻里艺术团，立马回来报
了名。“平时也就这么点业余爱好，只要观
众喜欢，舞台搬到哪，咱就跟到哪。”刚从
台上走下来的韩凤霞边擦汗边说。

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群众的审美喜
好与文化需求产生了新变化，对文化下
乡、电影下乡不再“感冒”，不再满足于
之前的老节目、老面孔。如何解决群众
的审美疲劳？

今年以来，胶州市主动对接群众文化
需求，通过村干部告知、机关干部走访、微
信平台宣传等途径，吸引了一批愿意表
演、爱好表演、表演较为出色的群众参与
到邻里艺术团中来，组织“乡村巡演”。

“乡村巡演”是胶州创新实施的一种
文化交流模式，由政府主导、群众自发组
织、社会各界参与。全市共组建邻里艺术
团 100 余个，各“邻里艺术团”采取“串门”
的形式，在相邻镇办、管区、村庄之间巡回
表演。其中，管区邻里艺术团每年要在管
区内的村庄各演出 1 场，在就近管区开展

“串门”演出不少于 2 场；镇级邻里艺术团
选拔优秀节目，到相邻镇办开展“串门”演
出 2场以上。

6 月 26 日晚，在九龙街道办事处南辛
庄村巡演中，当地有名的文化带头人、“90
后”女孩法文洁编排的水鼓表演，通过击
打鼓面的水，实现彩灯下水花四溅的效
果，为村民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让
夏日的夜晚沉浸在激情和狂欢中。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但这个节目当
初差一点被‘拿掉’。”提起编排过程，法文
洁坦言，秧歌、腰鼓等节目，大家练的时间
长，但队员已经没有新鲜感，想换一个新
颖的节目。经过商量，大家选定了水鼓表

演，可是刚练了 3 天，镇上的验收组就来
选节目，由于编排时间短，这个节目落选
了。

“为此，大家都很失落。”为安抚队员
的情绪，法文洁去镇里说情。经过她的软
磨硬泡，镇上同意过一段时间再验收一
次。

“同意二次验收，这让队员们又充满
激情。”法文洁说，队员都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大家白天上班，晚上吃完饭准时聚在
一起排练，每天晚上排练到近 10 点钟。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12 天的紧张编排、
打磨，她们的节目赢得了上台表演的名
额。

从培养文化骨干入手，创作更多贴近
基层实际、讲述百姓故事的作品，为“邻里
艺术团”聚集了更多的人气儿。

2016 年，胶州在市文化馆、市茂腔秧
歌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抽调文艺骨干，为每
个管区设立 1 名艺术指导员，通过骨干的
引领，推行“个性定制”演出，引导农民群
众自编自演，持续推进文化活动深入到农
村一线，把农民从文化看客变成主角。

“纪家庄村的演出中，群众自编自导
自演的作品占 80%以上。”刘瑛介绍说，对
于这种演出形式，群众满意度极高，演出

团队的热情也非常高涨，甚至出现争出场
机会的现象，有两支队伍因为节目编排原
因没能获得表演机会，至今还在“闹意
见”，表示下次演出一定要上台。

“现在政府鼓励百姓演节目，大家都
争着上台过把瘾。”九龙街道办事处大荒
村文艺爱好者赵会英说，以前村民的业余
生活比较单一，晚上除了看电视就是坐在
门口聊家常，自从有了邻里艺术团的“乡
村巡演”，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一招呼排
练，姐妹们二话不说立马到齐”。

“‘乡村巡演’由群众自己打造，政府
则专注做好服务、‘搭台’工作。”胶州市文
广新局局长于敬军表示，为保障“邻里艺
术团”活动的常态化开展，胶州市建立了
市、镇两级经费保障机制，主要用于演出
设备和服装道具的购置更新、艺术指导
等。与此同时，各镇办还通过冠名、合作
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活动
顺利进行。

“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群众的广泛
参与。”胶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闫晓峰
认为，“乡村巡演”作为一项适合全民参与
的文化活动，充分尊重和发挥了群众在文
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全市
掀起了公共文化活动热潮。

山东胶州“乡村巡演”引导群众自编自演——

农 民 从 看 客 变 主 角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 伟

长歌当哭送战友，前赴后继慰英灵。
今年 4 月 15 日上午，贵州省黔西南

州兴义市福禄山殡仪馆内庄严肃穆，哀乐
低回。来自兴义市的各界干部群众从四
面八方赶到西鹤厅，含泪送别亲人，送别
战友，送别始终把社区群众摆在首位的优
秀民警——李来建。

李来建生前系贵州省兴义市公安局向
阳派出所民警。4月13日，他在工作岗位上
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生命定格在47岁。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4月 12日，向阳派出所副所长杨迪与
李来建一道值班。他们当天一共接到 8
起报警，处理其中的一起就耗费了 7 个多
小时。待两人处理完所有警务回到派出
所值班室时，已是次日凌晨 1点多。

回到值班室的李来建并未休息，而是
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电脑，琢磨如何快速
准确地将办案信息录入社区警务平台。

杨迪几次催促李来建休息，李来建口
中应着“再弄一会儿就睡”，但手里还是在
忙活。直到凌晨 5 点多，累得睁不开眼的
李来建才进入备勤室小憩一会。

早上 8 点，李来建同前来接班的同事
办理完交接手续后，来到位于派出所后面
的母亲家，看望已有几天没见面的老母
亲。在母亲家匆匆洗了把脸，李来建就准
备赶往市公安局，找治安大队负责人研究
昨晚摸索的办案信息录入办法。

年迈的母亲看着一脸倦容的李来建
甚是心疼，“我看你这段时间经常加班，那
么累，我中午给你炖排骨，你过来吃吧”。

“等这段时间忙完了，我再过来陪您
吃饭。”没等母亲回话，李来建就匆匆转
身，奔向兴义市公安局。

上午 9 时 30 分，没顾得上吃早餐的
李来建，急匆匆地走进兴义市公安局治安
大队户政中队的办公室。

“朝艳，有件急事和你对接一下，如果
信息录入速度提不上去，我们所的工作怕
是干不完哟！”还没坐好，李来建就与兴义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苏朝艳围绕
社区警务平台录入工作讨论了起来。

李来建认为，自己昨晚琢磨出的方法
更加快捷实用。而苏朝艳则认为，自己的
方法更加规范。两人你来我往，分别在电
脑上进行演示，试图说服对方，找到一个
既快捷又规范的办法。

正当苏朝艳在电脑上一边演示、一边
讲解时，不经意间发现刚刚还在与自己热
烈讨论的李来建，身子斜靠在椅子上，头
歪在一旁，问话未有回应。

“李来建！李来建！！李来建！！！”苏
朝艳以为他是太累睡着了，可接连喊了几
声，李来建都没有回应。

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办公楼的宁
静，同事蜂拥而至，叫来救护车，紧急把李
来建送往医院。

虽然医务人员尽了全力，但最终还是
未能留住李来建。4 月 13 日 12 时 31 分，

李来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认真负责是一贯作风

“李来建是活活累死的！铁打的人也
受不了这样的工作强度啊！”噩耗传来，李
来建所服务管理的群众，无不深深惋惜。

2004 年，由兴义市看守所调到向阳
派出所后，李来建一直负责社区警务工
作。他服务管理的向阳社区是兴义市老
城的中心区，虽然面积仅有 0.66 平方公
里，但常住人口达 1.5 万、暂住人口 0.8 万
余人，辖 5 条街道、12 条巷道、9 个居民小
组，有企事业单位 1200 多家，商铺林立，
休闲娱乐场所众多，治安状况纷繁复杂，
管理难度很大。

“既然选择了当一名责任区民警，就
要把它干好。”李来建用脚丈量社区，用心
为群众服务，有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

向阳社区居民刘正祥告诉记者，“哪
家有个大务小事，家长里短的，都喜欢和
他摆一下”。

初到向阳派出所，李来建随身携带警
民联系卡，走到哪发到哪。他见到群众说
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
叫李来建，是向阳社区管片民警。这是我
的电话，有事直接找我！”

李来建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即使深
更半夜也随叫随到，这为他在社区赢得了
好口碑。渐渐地，李来建的电话成了群众
的服务热线。

居民周光伦至今还记得，2012 年 11

月的一个晚上，他路过社区的一个巷道口
时，发现一根电线掉在地上。“不好！电线
带电，地上又潮湿，如果有人不小心踩到，
岂不是要出人命？”一想到这，周光伦立马
掏出手机打给李来建。

接完电话不到 10 分钟，正在轮休的
李来建就赶到事发现场，一边对危险电线
周边进行警戒，一边联系供电部门派人处
理。李来建冒着毛毛细雨，一直忙到深夜
才回家。

李来建过世后，仍有不知消息的居民
打电话或发信息向其求助或反映情况。

把服务对象当做亲人一样对待，把百
姓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办，是李来建一贯
的作风。“群众的事情，只要不违反原则，
即使再苦再累，李来建也要帮忙办好。”他
的同事说。

1992 年，转业不久的李来建在工作
中了解到，一位村民因为儿子输掉了向信
用社贷的 2000 元买牛款欲轻生。李来
建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劝其打消轻生念头，
并从自己当月 70 元的工资中拿出 60 元
来解其燃眉之急。

在日常工作中，每遇群众闹矛盾，李
来建都会迅速上前调解，遇到谁家有点难
事，他都要伸手管一管，遇到可疑的人，他
都要认真询问一番，从不让任何线索从自
己身边溜过，成为百姓平安的守护神。

“全家福”是永远的遗憾

对群众事事上心的李来建，对家人却

总是充满歉意。
李来建结婚晚，要孩子也晚，直到 43

岁才做父亲。聪明伶俐的儿子希希是他
的心肝宝贝。

希希刚上小班时，幼儿园要求孩子们
带一张“全家福”张贴在教室里。很快，小
朋友的“全家福”都到齐了，唯独缺希希一
家的。每当老师问起，希希只能回答说：

“我爸爸是警察，忙得很，没时间照⋯⋯”
照一张“全家福”，一直是希希的

愿望。
为满足儿子的愿望，妻子金英多次

对李来建说，“你忙，干脆我们将就你，
到派出所照一张‘全家福’”。对于妻子
的提议，李来建每次都答应得很干脆，
可金英带孩子到派出所时，看到李来建
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又只能默默地带着
孩子回家了。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全家福”在时
光交错中一拖再拖，有时勉强能挤出共同
的时间，也因为李来建实在太累了而耽搁
下来。

4 月 11 日吃晚饭时，妻子再次提起
“全家福”的事，李来建也答应如果没有重
要的事情，周末就去万峰林照“全家福”。
可金英万万没想到，这次承诺，却成了李
来建留给他们永远的牵挂和念想⋯⋯

说起刚刚 4 岁多的儿子，金英满怀内
疚，“希希就像个单亲娃娃，有爸爸时无妈
妈，有妈妈时无爸爸，一家人一个星期难
得聚一次。儿子最高兴的事就是爸爸回
家做一顿饭，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边吃饭边
看电视”。

在金英的记忆里，全家唯一一次出远
门是带儿子希希去昆明看病；全家唯一一
次外出游玩就是到市郊万峰林，可他们正
拎着篮子准备采草莓时，丈夫接到电话要
加班，留下娘俩走了；唯一的夫妻合影是
结婚照⋯⋯

“他这一生，答应别人的事都尽力做
到，可答应我的事，却没做到。”金英说。

向阳派出所所长张维维清楚地记得，
他怕李来建身体吃不消，让他利用公休假
好好休息，顺便陪陪家人。可李来建每次
都说：“工作这么多，加班加点都干不完，
作为所里的老大哥，休什么假哟？”

从警以来，李来建先后获得贵州省优
秀社区民警称号，荣立三等功三次，受嘉
奖 10 余次。李来建牺牲后，贵州省委追
授其“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青山苍翠，英魂若在。李来建走
了，但他服务群众的身影，永远留在了
百姓心中。

李来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辖
区群众的真心信赖和由衷爱戴，用年轻
的生命铸就了新时期人民警察的巍巍警
魂，他无愧于鲜红的党旗，无愧于闪亮
的警徽。

他的电话就是服务热线
——追记贵州省兴义市公安局向阳派出所民警李来建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 李来建（左）在指

导居民填表。（资料图片）

▶ 李来建在工作。

（资料图片）

▶ 李 来 建

（前）与 同 事 在 巡

逻。

（资料图片）

孙艺轩在养蜂舍工作。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