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东生在整理蜂箱

奖章背后的故事

■建“蜜蜂大世界”推进蜂文化普及
■生产有机蜂蜜受到客户广泛好评
■他就是北京京纯养蜂合作社创办人、 北京市劳模———王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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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东花市北里东区14号
居民。

这对曾为商务参赞的退休夫
妇， 2005年开始在贵州山区尖山
苗寨小学支教， 2010年得知裕民
小学急需英语教师， 又迅速赶到
了遵义。 这时孙老师右眼已经失
明。 但他们依然努力为遵义县龙
坪镇中心小学捐赠了20台电脑，
将10万元奖金捐给支教的小学。

朱敏才、孙丽娜夫妇
女， 1982年4月生， 石景山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生。
姜影对艾滋病患者公开自己

的手机号， 甚至深夜接电话倾听
并安抚患者。 她帮贫困的艾滋病
感染者解决治疗费用， 去建筑工
地、 拘留所、 娱乐场所宣传艾滋
病的传播途径， 抽血检测， 发放
安全套； 甚至与病人同吃同睡。
她把全部爱心献给了防艾事业。

姜 影
男， 1963年5月生， 朝阳公

安分局预审大队干警。
1992年陈沫因工作结识的青

年张某犯案入狱， 陈沫对其父母
只说了一句 “家里有我呢”； 此
后的19年间便把照顾老人、 帮扶
妹妹， 帮教张某改造等大事小情
全部承担起来 。 在陈沫的感召
下， 张某努力改造由死缓减刑直
至假释传为佳话。

陈 沫
男， 1957年2月生 ， 平谷区

黄松峪乡黑豆峪村村医。
黑豆峪村2300多老少， 就李

福才一个村医， 他经常半夜爬起
来出诊。 2006年大年三十， 三位
年过七旬的老人患了急病， 李福
才寸步不离的陪护在他们身边，
直到他们病情都减轻。 让乡亲们
少花钱治好病的村医， 得到全村
百姓认可。

李福才
丰台区万芳园一区居民。
与明星同台为上百万人演唱

励志歌曲、 被称为中国智障第一
歌手的张明 ， 是这对夫妇的儿
子 。 张明出生后身患6种疾病 ，
10次被下病危通知书， 但他们从
未放弃。 父亲至今打工至深夜两
点， 母亲每天为儿子按摩两个小
时， 一按就是30年。 他们的爱心
创造了脑瘫歌手的神话。

张经华、刘玉荣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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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王东生：带领社员共享“甜蜜”事业
听说今年当选为北京市劳动

模范的王东生是北京京纯养蜂合
作社的创办人， 记者便做好准备
去看大片的蜂场和忙碌的蜂蜜加
工生产线。 而来到京纯养蜂合作
社， 王东生告诉记者， 生产和加
工蜂蜜只是合作社业务的一部
分， 他正在潜心做的事， 是在分
享他 “甜蜜 ” 的事业———建设
“蜜蜂大世界”。

建“蜜蜂大世界”
打造蜂文化科普平台

在密云县太师屯镇龙潭沟村
的公路旁， 记者看到了北京京纯
养蜂合作社的招牌， “那边就是
我 们 正 在 建 设 的 ‘ 蜜 蜂 大 世
界’。” 王东生指着招牌对面山坳
里的一栋小楼告诉记者， 施工还
在进行， 但已经显现雏形了。

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 在蜜
蜂雕塑的指引下， 记者来到了这
个位于半山坡上的 “蜜蜂大世
界 ”。 究竟这个 “蜜蜂大世界 ”
是做什么的呢？ 记者带着疑问，
跟随王东生在这里参观了一圈。

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栋表
面看起来只有三层高的小楼， 它
依山而建。 “其实这是一座五层
的建筑， 底下两层是我们的蜂蜜
加工生产线。” 王东生告诉记者，
凭借山势和底下低温的先决条
件， 京纯蜂蜜都是在纯天然低温
环境下生产而成的。

走在生产线的参观通道内 ，
丝丝凉意不断袭来， 忙碌的工作
人员利落地进行产品包装， 全封
闭的蜂蜜生产线在不停运转 ，
“我们生产线上的职工并不是很
多， 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并不着重
在终端产品生产上， 而是因为我
们拥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指着玻璃窗内高大的生产设备，
王东生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

而地表的三层建筑内， 除了
办公区域， 就是王东生打造的蜂
文化科普平台， 在充满童趣的展
厅内， 不仅可以了解关于蜜蜂和
蜂蜜的各种科普知识， 还可以亲
手体验收集蜂蜜， 了解如何辨别
真假蜂蜜， 区分好坏蜂蜜。

“做了20多年蜂蜜事业 ， 这
是我想出来的一条分享之道 。”

王东生说， 让更多的人了解蜜蜂
和蜂蜜是他最大的希望， 他想把
这份甜蜜分享给更多的人 。 而
“蜜蜂大世界”， 则在市、 县两级
相关部门的帮助下， 顺利建设起
来了。

“王东生懂得利用发展的眼
光看待传统农业 ， ‘蜜蜂大世
界’ 是在发展蜜蜂文化产业， 延
长了蜂产业链， 他的创新思路和
认识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这
是密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
心副主任李富强对王东生的评
价。

当好蜂农“保姆”
带领685户社员共致富

在 “蜜蜂大世界” 内， 还有
一处拥有400多箱蜜蜂的蜂场 ，
他们背靠青山， 山上野花遍地，
蜜蜂们可以就近采蜜。

56岁的蜂农杨奇和他的儿子
是这片蜂场的管理者， “我算是
个养蜂30多年的老蜂农了， 加入
王东生的合作社也有10年时间
了。” 杨奇说， 从开始带着蜂箱
走南方， 到如今跟着王东生科学

管理蜜蜂， 这30多年的养蜂路变
化极大。

“加入合作社后， 从学习如
何科学养蜂， 到蜂蜜销售， 都由
合作社来牵头负责， 蜂农少了好
多操心的事 。” 杨奇告诉记者 ，
就连蜂具、 蜂药、 饲料等养蜂过
程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 都由合
作社统一配备。 而最让杨奇觉得
有奔头的是， 这400箱蜜蜂每年
给他带来的收入多达20多万元。

“合作社就是带了农民一起
增收致富 。” 王东生告诉记者 ，
目前， 京纯养蜂合作社共有685
户社员， 社员遍布密云新城子、
北庄、 太师屯等14各乡镇， 此外
还有京外蜂农不断在申请加入。

带领这么多蜂农， 王东生自
觉身上的胆子很重。 为了突破瓶
颈， 扩大养殖规模， 王东生每年
都对蜂农进行摸底， 以明确他们
的养蜂数量和住址， 蜂王的品种
及数量， 了解他们在养蜂技术上
存在的不足， 记录他们生产中遇
到的和面临的难题 ， 并针对问
题， 制定强有力的改进措施。

组织专家培训、 现场指导 ；
不断完善蜂农养殖规程、 生产技
术标准、 养殖用药标准、 产品储
存及追根溯源等规章制度……王
东生用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热心的
服务， 带领着685户社员在 “甜
蜜” 的事业上， 越做越红火。

现如今， 北京京纯养蜂专业
合作社已初步形成了 “合作社+
公司+基地+农户 ” 的全产业发
展链条， 在王东生的带领下， 合
作社685户蜂农， 养殖蜂群达到
4.5万群 ， 年产成熟蜂蜜1000多
吨、 王浆40吨、 蜂蜡40吨、 大巢
蜜4万张、 蜂胶800公斤， 年收入
总额2700多万元。

生产有机蜂蜜
质量广受客户好评

说起现如今合作社运转得十
分顺利， 王东生也不忘给记者回

顾一下他艰难的创业史， “我进
过机关、 当过工人， 下海创业过
程更是做得五花八门。” 王东生
总是笑谈， “我是卖鸡毛掸子、
鞋垫子起家的。”

1994年， 王东生在众多创业
门路中选中了蜂产业。 “密云的
好山好水好环境， 有助于蜜蜂产
出最香醇的蜂蜜 。” 王东生说 ，
经历了创业初期的赔钱、 受骗之
后， 他还是坚信密云的好蜜一定
能做出大事业。

从1994年到2005年， 王东生
用10年的时间证明他选择的路没
错， “在那十年里， 我所收购的
蜂蜜都是密云当地蜂农养殖的，
蜂蜜销售给客户受到一致好评。”
于是， 王东生开始创办合作社，
并注册了 “京纯” 和 “京密” 两
个商标， 开始生产有机蜂蜜。

王东生说， 要落实 “有机 ”
两个字并不容易， 他们不仅需要
先进的生产工艺， 更要有一流的
产品检测 。 在合作社的实验室
里， 记者见到了很多实验设备，
都是用于检测产品的。 而对此，
王东生自豪地告诉记者， “我们
所生产的尖端产品， 可以通过世
界各个国家的相关检测， 即便是
被认为标准最严格的欧洲， 我们
的产品也绝对经得起考验。” 王
东生自信地指着背后的青山和不
远可见的密云水库说， “美吧，
这就是资源。”

采访中， 王东生的话语间无
不流露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 他
熟悉蜜蜂的生活习性， 他一口就
能品出蜂蜜的好坏程度， 他热衷
于分享自己的 “甜蜜”。

“过去的20年 ， 我们创造甜
蜜的事业， 而未来20年， 我们依
然带着甜蜜上路 。” 王东生说 ，
蜜蜂是勤劳的， 昼夜不停工作。
它们白天采蜜， 晚上会通过闪动
翅膀的方式生产高纯度的蜂蜜。
而身在农村， 长在农村的蜂农们
也是勤劳的， 他们正在这条 “甜
蜜” 的道路上， 越干越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