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注：

请在您支持的候选人后面打“

√

”，限选

１０

人以内，超过

作废。

投票请寄：郑州：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514

室感动中原组

委会收，邮编：

450008

。

短信投票：

移动用户编辑数字“

5

”加候选人编码发送到

106699008

。

联通用户编辑数字 “

5

” 加候选人编码发送到

106288008

（

信息费

1

元

/

条，不含通信费

）。

网络投票请登录大河网 （

www.dahe.cn

）、 商都网（

www.

shangdu.com

）和中原网（

www.zynews.com

）主页。

截止日期：

2008

年

12

月

25

日

编号 姓名 投票 编号 姓名 投票
01

武文斌
11

于顺德
02

李隆
12

范海涛
03

李高峰
13

张雷
04

夏红月
14

付殿晓
05

安宁
15

马文芳
06

李顺卿
16

邵均克
07

张粉仙
17

程相文
08

陈建星
18

柴书朝
09

许庆
19

陇海大院的人们
(

集体

)

10

张菊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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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20名候选人事迹简介

12.

范海涛

，

男
，

44

岁
，

河南
孟电集团总经理

。

他担任总经
理以来

，

团结带领孟电集团员
工奋发进取

，

连上八个大项目
，

使孟电集团滚动发展成为由热
力公司

、

水泥公司
、

房地产公司
等

5

家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
。

2007

年
，

上缴税金达
1.17

亿
元

，

连续
3

年销售收入
、

实现利
润上缴税金增幅居新乡市第一
位

。

投资
1.7

亿元
，

在全省第一
家建成了两台

7500

千瓦纯低
温余热发电机组和循环水处理
系统

，

每年减少有害气体排放
12.6

万吨
。

为了配合国家对小
火电的整治

，

他主动组织人员
对

8

台总装机容量为
17.5

万千
瓦的小火电机组实施了爆破拆
除

，

并为此承担了
10.3

亿元的
经济损失

，

为民营企业带了个
好头

。

他热心公益事业
，

孟电集
团先后投资

4000

余万元支持
公益事业

。

投资
80

多万元建立
新乡市村级后备干部培训基
地

，

为
3000

多个村每村培养
1

名
~2

名后备干部
；

每年投入帮
扶资金

26

万元
，

对辉县市
100

多名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和特
困党员家庭进行帮扶

；

投入
180

多万元帮助
5

个贫困村脱贫致
富

；

设立专项教育基金
，

为贫困
学生提供救助等

。

四川汶川地
震发生后

，

范海涛同志主动缴
纳

10

万元
“

特殊党费
”

支援灾
区

。

范海涛同志曾获得
“

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

河南省优秀共
产党员

”

等
50

多项荣誉称号
。

13.

张雷

，

男
，

20

岁
，

河南省
司法警官学院学生

，

信阳市潢
川人

。

2006

年
12

月
29

日凌晨

1

时许
，

张雷乘坐的卧铺大客
车突然翻倒在公路边

，

车的前
半部悬于水塘之上

，

车上
19

位
乘客大都被碰得头破血流

，

昏
迷不醒

，

车头悬空的大客车随
时都有栽进水塘的危险

。

在这
一车人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

，

满脸是血的张雷挺身而出
，

砸
破车窗

，

把十几个处于昏迷中
的人一个个救出

，

之后他又两
次钻入危险的客车内为被救乘
客寻找钱物

。

2006

年
11

月中
旬

，

在郑州二七纪念塔附近
，

见
义勇为的张雷赤手空拳擒下抢
包的持刀歹徒

。 “

5.12

”

汶川大
地震发生后

，

5

月
14

日他就赶
到灾区当志愿者

，

工作中胳膊
严重受伤

。

2008

年
10

月
4

日
他把一名胳膊严重摔伤的孤苦
无助的留守儿童

，

亲自送往洛
阳白马寺义务救治

。

在他
20

年
的人生经历中不知有多少舍己
救人的义举

。

张雷见义勇为的
英雄事迹在中原大地掀起层层
波澜

。

河南电视台
、《

大河报
》、

《

教育时报
》、《

信阳日报
》

等新
闻媒体争相报道他的感人事
迹

，

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
响

。

河南司法警官学院党委授
予张雷

“

先进个人
”、“

文明标
兵

”

等称号并记个人三等功
，

他
还被评为

“

河南省优秀团员
”。

14.

付殿晓

，

男
，

36

岁
，

洛阳移动公司栾川分公司网络
部主任

。

1991

年参加工作后一
直在山区从事网络建设和维护
工作

，

行程足迹相当于绕地球
16

圈
，

9

年如一日把信息送到
大山深处

，

完成了全省难度最
大的

“

村村通电话
”

工程
，

把
先进的信息技术送到广大农民
手中

，

乡亲们亲切称地他为
“

山村信息使者
”。

在家庭并不
富裕的情况下

，

他长期资助
4

名深山留守儿童
，

被网友称为
“

山村文明播火者
”。

在他事迹
的影响下

，

移动公司及社会上
的一些青年志愿者自发组织

20

多批次近千余人分别开赴河南
各地深山区开展

“

爱心接力
”

行动
，

向贫困失学儿童捐赠钱
物

，

建成阳光操场
5

个
，

结成
帮扶对子

2000

余个
，

在山区
共建成爱心图书馆

40

个
、

电
脑阅览室

200

个
、

春雷学校
2

所
，

历年
“

爱心接力
”

行动资
助贫困儿童共

1600

名
、

贫困大
学生

300

名
、

山区贫困教师
200

名
。

四川地震发生后
，

他主动请
缨

，

在灾区完成应急通信保障

的本职工作后
，

主动加入当地
通信抢险分队

，

数十次进入龙
门山重灾区

，

参与修复基站
127

个
，

直接抢通基站
8

个
，

恢复光缆
15

公里
，

并捐出
3000

多元为灾区购买发电机
、

太阳能充电器供受灾群众手机
充电

。

被共青团河南省委授予
“

河南省抗震救灾青年英模
”

称号
。

15.

马文芳

，

男
，

57

岁
，

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
“

爱
心诊所

”

医生
。

他从医
30

多
年来

，

长期扎根农村
，

为农民
群众送医送药

。

坚持每年
9

次
义务为本村儿童预防接种

，

为
本村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每
年做两次免费体检

，

每逢双月
15

日为敬老院老人义务看病体
检身体

，

常年坚持为老伤残军
人义务体检看病

。

尽管自己收
入不高

，

但他却资助了
3

名河
南医科大学贫困生完成学业

，

并自己出资为本村建校
、

修
路

。

2007

年自己投资建起了
“

为民文化室
”

,

为群众购买各
种书籍

5000

余册
。

他先后荣
获全国劳动模范

、 “

和谐中
国
·

十佳健康卫士
”、

全国模范
乡村医生

、

全国百佳乡村医
生

、

河南省优秀乡村医生等荣
誉称号

。

他将自己所获全国劳
模等各类奖金全部捐赠给了村
党支部

,

用于救助困难用户和发
展村公益事业

。

2006

年马文芳
受到温家宝总理亲切接见

，

同
年

10

月马文芳作为全国优秀
乡村医生参加了

“

全国健康卫
士楷模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

”。

2007

年
8

月
，

他的
“

爱心诊
所

”

被河南大学
、

新乡医学院
定为大学生实践基地

。

16.

邵均克

，

女
，

42

岁
，

中原
油田第一社区管理中心副主

任
。

自
2001

年起
，

她相继开办
了拖把厂

、

手套厂和羊毛羊绒
纺织项目

，

先后使
200

多名失
待业人员实现就业

，

目前安置
残疾员工

147

人
，

闯出了一条
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新路子

。

为
了照顾残疾员工的生活

，

邵均
克说服丈夫把家搬到厂里

，

成
为残疾员工的

“

小厂长
”、“

大家
长

”、“

好校长
”。

她将自家的炉
具生活用具全部拿到厂里办起
了食堂

，

解决了离家较远的
40

多名残疾员工的食宿问题
。

残
疾员工去医院看病不方便

，

她
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医院用自己
的钱开些常用药

，

不管哪个员
工有了病

，

都及时送药给他们
。

每逢周末
、

节假日放假
，

她都亲
自把残疾员工送到车站

，

直到
打通电话得知伤残员工回到家
里

，

她才能放下心
。

邵均克以自
己博大的胸怀和一颗真挚的爱
心

，

用她那慈母般的关爱和呵
护

，

为残疾员工营造了一个和
谐

、

温馨的家
，

使一个个伤残者
走向了自立

、

自强
。

今年
4

月
份

，

省委下发了开展向邵均克
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

她先后
获得全国

“

五一
”

劳动奖章
、

河
南省

“

五好
”

共产党员
、“

三八
”

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

17.

程相文

，

男
，

72

岁
，

浚县农科所所长
。

自
1963

年
参加工作以来

，

长期扎根基
层

，

尽自己所学服务农业
。

1964

年开始主持玉米新品种选
育与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与推
广

。

为了加快育种进程
，

每年
冬天都要到海南加代繁育种
子

，

到目前已在海南玉米育种
基地度过了

42

个春节
。

先后
选育出玉米新品种

30

个
，

通
过国家和省级审定

10

个
。

“

浚单
”

系列玉米新品种省内
外已累计推广

1

亿多亩
，

增加
社会经济效益

30

多亿元
，

荣
获国家和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
奖

8

项
。

主持承担完成国家
、

省重点科技项目
20

多项
。

2005

年创造了玉米平均亩产
1006.85

公斤
、

小麦平均亩产
615.4

公斤的佳绩
，

2007

年又
创造了小麦平均亩产

668.88

公
斤

、

玉米平均亩产
1064.78

公
斤的纪录

，

再次刷新
2005

年
创造的超高产纪录

，

成为目前
我国

15

亩连片小麦
、

夏玉米
一年两熟平均亩产的最高纪
录

。

2008

年
50

亩连片超高产
攻关田实现了小麦

、

玉米一年
两熟的平均亩产超吨半粮

。

万

亩玉米核心区平均亩产
831.4

公斤
，

首创万亩核心区国内连
片种植和全国玉米面积最高产
量两项纪录

；

万亩核心区内百
亩高产攻关田平均亩产

946.44

公斤
，

创黄淮海地区纪录
。

自
1992

年至今他先后被授予
“

国
家突出贡献专家

”、 “

省劳动
模范

”、 “

省优秀党员
”、 “

省
五一劳动奖章

”

等荣誉称号
。

18.

柴书朝

，

男
，

48

岁
，

灵宝市朱阳镇邮政支局投递
员

。

参加工作
26

年来一直在
朱阳

-

蒲陈沟这条步班邮路上
从事投递工作

，

该段道路属于
秦岭山区

，

路况险峻
，

住户分
散

，

共有
7

个行政村
139

个自
然村

，

往返路程
135

公里
，

26

年来他累计行程达
36

万多公
里

，

可绕赤道
9

圈
，

总共穿破
了

300

余双鞋
，

用破了
33

个
邮包

。

26

年来陪伴他的是一个
20

多公斤的大邮包
、

一把镰
刀

、

一个手电筒
、

一个历经多
年的水壶

。

而对这种日复一日
的繁重劳动

，

他没有说过一声
苦

，

叫过一声累
。

尽管投递工
作艰辛孤独

，

但他以顽强的意
志战胜了孤独和寂寞

，

一个人
走在路上

，

想的更多的是下一
家主人在不在家

，

能不能及时
投送

，

想的是村民们接到一封
信

、

一份报纸时的喜悦
。

每年
投递报纸

18000

多份
、

杂志
300

多份
、

函件
1200

多封
、

包
裹

100

多件
，

为大山深处各族
群众架起了一座通往外面世界
的桥梁

。

2002

年他被评为
“

省
级劳动模范

”，

2007

年被评为
省级

“

文明服务标兵
”、

河南
省邮政系统

“

突出贡献者
”。

19.

陇海大院的人们

(

集

体

)

。

郑州市二七区一马路办事
处陇海大院社区居民高新海

，

32

年前在下乡当知青时因患急
性横贯型脊髓炎导致高位截
瘫

，

从此卧床不起
，

生活无法
自理

。

照顾他的亲人离世后
，

高新海和年迈的母亲更加困
难

。

当不幸笼罩这个家庭的时
候

，

大院里的邻居们向他们伸

出了援助之手
。

邻居们自发形
成了爱心群体

，

默默承担起照
顾他的义务

。

这个跟他谈心
，

那个帮他解忧
；

这个帮他买
药

，

那个带他乘凉
；

这个帮他
洗澡

，

那个帮他理发
；

这个帮
他搬煤气罐

，

那个帮他家买米
面

……

在
32

年的漫长岁月里
，

当年的一些老邻居已搬往他
处

，

仍不忘抽空来看看
，

而新
邻居们又纷纷加入到爱心队列
中

，

一如既往地关心帮助着这
个特困家庭

，

爱心接力传了一
代又一代

。

和谐的邻里关系
，

也使高新海融入了这个大家
庭

，

他学会了骑电动三轮车
，

用三轮车免费接送社区的人们
去办急事

，

谁赶着上班
，

谁赶
着去火车站

，

谁赶着去医院看
病

，

高新海肯定马上去
。

32

年
不离不弃

，

32

年真情相守
。

陇
海大院邻里互助的爱心群体

，

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

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
情

。

20.

“神七”宇航员太空出舱

头盔面窗科研团队

（

集体

）。

2005

年
3

月郑州大学国家橡塑
模具研究中心接受解放军总装
备部航天所委托

，

承担了宇航
员出舱头盔面窗的研制任务

，

在郑州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材料
加工工程学科第一学术带头
人

、

国家工程中心主任申长雨
教授主持带领下

，

郑州大学国
家橡塑模具研究中心的科研和
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协作

，

经过
两年半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

，

历经上百次的反复实验
，

攻克
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

，

提前
半年完成了任务

，

产品各项性
能指标完全满足航天要求

，

部
分指标优于美国和俄罗斯同类
产品

。

宇航员出舱头盔面窗项
目的顺利完成

，

不仅为国家节
约了大量的外汇

，

更重要的是
解决了我国航天领域重要产品
的国家化问题

，

意义重大
，

影响
深远

。

为此
，

该中心受到了总装
备部的表扬

，

获得
“

为神舟七号
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圆满成功作
出贡献

”

的荣誉奖牌和
“

神舟七
号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纪念

”

奖
牌

。

河南省总工会专门作出了
《

关于向在神舟七号飞船研发
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颁发河南省五一
劳动奖状

、

奖章的决定
》，

并向
申长雨教授和他带领的团队颁
发了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

、

奖
章

。

(

上接第

6

版

)

“

神七
”

宇航员头盔
面窗科研团队

（

集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