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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0

推荐单位：

河南省农科院

汤丰收 ， 男 ，50

岁，河南省农科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研究员。

他长期从事花生研究，

至今已育成各类花生品种 24

个， 其中早熟品种的生育期

已由 130 天以上缩短至 100

天 ~120 天，推动了花生由一

年一熟向麦油一年两熟种植

制度的转变； 高油品种的含

油量达到 55%以上， 其育种

技术已走在全国前列； 累计

推广花生新品种 2000 多万

亩， 增加农民收入 12 亿元。

多 年 来 他 先 后 承 担 国 家

“863”重大专项、科技支撑计

划及河南省重大攻关等项目

30 余项， 获得省级以上的成

果奖励 13 项。 其中，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河南省

科技进步奖 2 项， 河南省科

技进步星火二等奖 5 项。

编号：11

推荐单位：

河南省农科院

许为钢 ， 男 ，52

岁，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中心研究员。

他积极探索小麦品种产

量 潜 力 遗 传 改 良 的 新 途

径———高光效转基因育种，

利用基因枪法获得转基因高

光效小麦材料， 其光合特性

和产量水平较普通小麦均显

著提高。 通过小麦遗传改良

育成的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

郑麦 7698， 亩产达到 725.2

公斤， 创河南省优质强筋小

麦单产纪录。 他先后主持育

成了郑麦 9023、郑麦 8998 等

多个小麦新品种， 其中郑麦

9023 连续 6 年收获面积位居

我国小麦品种第一位， 年最

大生产应用面积为 2980 万

亩， 累计收获面积已达 2.18

亿亩，增产 48.66 亿公斤。 他

先后荣获国家科学进步一等

奖、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杰

出专业技术人才、 中国作物

学会科学技术成就奖等荣誉

称号。

编号：12

推荐单位：

安阳市委宣传部

江丕荣 ， 男 ，49

岁，安阳汤阴县韩庄乡

工官屯村党支部书记。

他带领党员干部推广种

植金针菇，兴建第一批大棚，

种植金针菇 12 万袋，户均净

赢利达 8000 元以上。如今，工

官屯村已拥有食用菌公司 12

家、大棚 180 座、从业人员 600

余人，年销售收入达万元。 全

村农民人均收入达 7800 元，

成为远近闻名的产业兴村示

范基地。 他本人先后被评为河

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农村青年

创业致富带头人。

编号：13

推荐单位：

河南农业大学

孙治强，男，54 岁，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他是河南省蔬菜产业体

系的首席专家，在 20 余个县

市区开展设施园艺产业技术

培训指导，协助建立了 10 余

个集约化蔬菜育苗基地。 从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每年

下乡指导和进行技术培训近

百场次。 在孙治强和他的同

事们的积极努力下， 扶沟县

成为豫东地区温棚蔬菜的旗

帜， 平舆县成为驻马店地区

种植业结构调整示范县。 30

多年来， 孙治强在全省推广

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蔬菜达

20 万公顷以上， 先后被评为

全国农业科技推广标兵 、河

南省群众最喜爱的杰出农业

科技专家、 河南省高等学校

优秀共产党员。

编号：14

推荐单位：

河南省畜牧局

闫若潜 ， 男 ，39

岁， 河南省动物疫病

防控中心技术研究室

主任。

十多年来， 他创新研究

了 30 多项动物疫病病原学

PCR 快速检测新方法， 并在

全省动物疫病防控系统推

广， 解决了我国多数动物疫

病病原缺乏快速诊断方法的

难题， 使我省兽医系统实验

室诊断水平居全国同行业之

首， 推广应用 5 年来创造经

济效益 10 多亿元。 “十一

五” 期间， 他承担完成“十

一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

大项目 2 项、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 项； 获省部级科技成

果奖 11 项， 其中主持完成

的 《猪病红细胞防控技术研

究与应用》 项目获农业部全

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

推广应用 5 年来共创造经济

效益 123.6 亿元。他先后被评

为河南省直机关十佳自主创

新共产党员、 河南省畜牧局

2006 年度、2009 年度优秀共

产党员、 文明个人、 河南省

2008 年度省直青年岗位能

手。

编号：15

推荐单位：

信阳市委宣传部

刘淮， 男，41 岁，

信阳市淮滨县城关镇

前 楼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他用短短三年时间将被

称为“淮滨农村凹地” 的落

后村， 建成了一个村民安居

乐业的乐园。

他首先选定 3 个村民组

作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自然

村， 通过拆除空心村， 整理

沟塘、 坟地等， 以宅基地换

新居的方式 ， 总集资 3600

万元， 统一规划建成了一个

现代新型农村社区。 还筹集

资金 300 多万元建成了集文

化广场、 图书室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文化大院。 村里办起

了建筑公司、 运输公司、 养

猪场、 农副产品加工厂等多

家企业 ， 累计解决了 1200

多人的就业问题。 在村民资

金互助合作社的帮助下， 全

村 60%以上村民从事养殖 、

建筑、 运输等行业， 现在村

民人均纯收入 11000 元， 全

村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县首

位。 刘淮先后获得河南省乡

土人才、 河南省十大魅力人

物、 和谐河南先进工作者等

荣誉称号。

编号：16

推荐单位：

焦作市委宣传部

买银胖 ， 男 ，41

岁， 河南伊赛牛肉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 年， 买银胖创办伊

赛肉业和伊赛肉牛养殖合作

社， 引进国内先进的排酸工

艺，使牛肉质量有了保证，并

走进了奥运会和世博会。 为

帮助农民致富，他运用“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

经营模式， 打造出黄河滩区

最大的肉牛养殖合作社。 目

前建立的 10 多个合作分社

辐射带动了 140 多个村庄、20

多万农民从事肉牛养殖行业，

累计为当地农民增收 2000 多

万元。 他还热心公益事业，先

后拿出 100 多万元， 打井、修

路、照顾老人、救济贫困户和

大学生。 买银胖这位焦作市劳

动模范、省级农民致富能手把

为老百姓提供放心牛肉当成

目标， 把帮助农民创收为己

任，在肉牛产业化养殖的道路

上开拓出了一条服务三农和

企业发展的双赢之路。

编号：17

推荐单位：

新乡市委宣传部

孙景红 ， 男 ，59

岁， 新乡市恼里镇碱

场村党支部书记。

2005 年， 孙景红被选为

碱场村党支部书记。 为进行

新农村建设， 他多次出资组

织群众到外地学习， 又聘请

规划部门规划设计， 还从自

己经过 18 年艰苦创业成立

的企业中拿出 3000 余万元，

作为新村建设启动资金，建

好后以每套房屋低于成本价

1 万元的价格向村民出售。目

前， 全村已签建房协议 200

多户；投资 3200 万元，已建

成连体别墅 160 套， 商住楼

59 套，在建连体别墅 100 套。

孙景红为集体、为学校、为扶

贫、为新村累计捐资 6000 余

万元。 在他的带领下，碱场新

村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规模

不断扩大， 村民的生活质量

大幅提高。 他本人曾获得新

乡市优秀党支部书记、 省级

“五一”劳动模范的新农村建

设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编号：18

推荐单位：

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谷万福 ， 男 ，74

岁， 平顶山市鲁山县

蔬菜研究所所长。

他是一位不吃“皇粮”的

科技工作者， 三十多年来潜

心农业技术研究和新科技的

推广， 先后成功引进了美国

西芹、 四川青笋等 155 个蔬

菜优良品种， 每年冬季张良

镇种植寒蒜、西芹、青笋就近

2 万亩，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有

名的蒜苗、芹菜生产基地，产

值近亿元。 他培育了 5 个蔬

菜新品种，引进推广了 40 多

项生产技术，完成了 28 项科

研项目。 同时，他还致力于科

学普及工作，撰写了《张良姜

高产栽培技术》《蔬菜病虫害

防治》等专著。 据统计，每年

他的科研成果所转化的经济

价值达 8000 多万元。 他点土

成金，26 次荣获市县“引进高

产稳产优良品种”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两次获科技攻

关奖，被省科协、财政厅命名

为“科技惠农带头人”。

编号：19

推荐单位：

开封市委宣传部

沈天民 ， 男 ，64

岁， 河南天民种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

他四十多年一直坚持在

农业科研第一线， 主持及承

担了国家“863 计划”、国际合

作计划、 农业综合开发及省

内专攻课题 30 余项。 他培育

成功的有中国超级小麦之称

的“豫麦 66”、“兰考矮早八”

新品种， 连续创造我国黄淮

麦区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据

不完全统计 ， 两个品种在

2000 年 ~2008 年累计在黄淮

麦区推广 4200 万亩， 增产小

麦 31.5 亿公斤，使小麦亩产量

突破 735 公斤，大幅度提高了

我国小麦育种和生产水平。 他

是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

家，在业内也被誉为小麦育种

领域的“袁隆平”。

编号：20

推荐单位：

郑州市委宣传部

宋丰强 ， 男 ，47

岁， 河南绿色中原现

代农业集团董事长。

2002 年， 宋丰强创办河

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 ，

他采取“统租返包 ”的办法，

实行“五统一”的新型运作模

式，形成了“公司品牌拓展市

场，农民精心搞生产”的双赢

模式。 目前，河南绿色中原现

代农业集团新品种推广面积

达 5 万亩， 培训农民和科技

人员 15000 余人， 转移农村

剩余劳动力 1400 人。 从丰乐

园大酒店到绿色中原现代农

业示范园， 宋丰强走出了一

条高科技农业产业化的创新

之路。 他还积极投身公益事

业，8 年时间投入逾亿元绿化

邙山，他也因此被授予“第三

届中国光彩事业国土绿化贡

献奖”荣誉称号。

编号：21

推荐单位：

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张自贤 ， 男 ，61

岁，平顶山舞钢市尹集

镇张庄村党支部书记。

他多年如一日， 阐释了

一位新农村带头人平常之中

有极强烈责任感的宝贵精神。

他带领村民治理荒山 3500 多

亩，栽种林木近 20 万棵，拓宽

整修路面 16.3 公里，同时可置

换出耕地 1000 余亩， 年新增

效益 100 多万元。 他带领村两

委干部建起农家饭店 26 家，

发展山野菜专营户 12 家、山

鸡养殖专业户 16 家。 全村有

项目农户达到 70%以上，人均

年纯收入从 2000 多元达到

5500 元，使村民开始迈向小康

之路。 他带领全村干群改善农

村基础设施，新修水泥路 6000

余米。 2007 年 ~2009 年，他被

评为舞钢市优秀支部书记 ；

2009 年被评为平顶山市劳动

模范。 （下转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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