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4

为深入开展全省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
年，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民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军区政治部联
合组织开展评选“6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
6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原人物”活动。在群众广泛推荐提名的基
础上，经评审组认真评议，报活动组委会审定，按照正式人选 1.5倍比
例，确定了90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候选人
和90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原人物”候选人，现予公布。

为便于广大干部群众了解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的事迹，方便投票、
评选，我省“双评”活动组委会在河南日报、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大河
报、东方今报、河南商报、大河网、商都网等刊登候选人主要事迹，同时
刊登选票和投票规则，接受公众投票。各省辖市新闻网站同时与全省

“双评”活动接收投票的指定网站大河网进行链接。投票具体事宜见投
票规则。

全省“双评”活动组委会
2009年8月25日

6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
6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原人物候选人事迹

评选活动
公众投票启事

评选活动公众投票规则

001.马沛毅(1906~1932 )
男，汉族，河南杞县人，中共党员。
他 1921 年考入省立开封二中，翌年

转到南京大学附中“道尔顿班”求学，中
共党员恽代英曾到该校讲演，使他的思
想发生深刻变化，积极从事革命运动。
不久恽代英即介绍他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同年冬，他带着组织交给的
建团任务返回杞县。1925 年，他转为中
共党员。在“五卅”运动游行示威中被
捕入狱。入狱后，因为敌人查不到证
据，将其释放。随后，党组织派他回河
南工作，先在开封南关搞工运工作，后
调任共青团开封地委（市委）书记，参加
豫陕区委的工作。1927 年初，他被任命
为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并参加中共河
南省委的领导工作。为响应北伐，他被
中共河南省委派到安阳、临漳、林县一
带建立农民武装，利用“白枪会”击扰奉
军。奉军某团向他领导的农民武装缴
械后，他回开封仍任团省委书记，并任
团中央经济斗争部部长。9 月，因叛徒
告密，团省委机关被破坏，他再次被捕，
1930 年，他经党营救出狱。1931 年初，
他在家隐蔽期间，仍继续从事革命活
动。后中共河南省委调他去开封，先后
在 开 封 、唐 河 、汉 口 等 地 从 事 革 命 活
动。1932 年，他在汉口法租界被捕，惨
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002.马绍琴(1904~1943)
男，汉族，郑州北郊双桥村人，192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郾城县委
员会委员、县委工人部长兼铁路支部书记。

1928 年底，由于叛徒出卖，马绍琴被
敌人逮捕，在审讯中，他机智勇敢地与敌
人周旋，在关押了约 1 年时间后，敌人将
他释放。1932 年 7 月，在白色恐怖之下，
他化名马少卿，到了杭江铁路（浙赣铁路
前身）江边机厂当司机，继续从事革命工
作，组建铁路工会，同时与浙江省地下党
取得了联系。1933年1月，他担任了中共
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1933 年 3
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又一次被捕入狱，直
到 1937 年出狱。出狱后回到郑州，他仍
在铁路上从事工人运动。

1938 年 5 月，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
司令部铁道破坏总队成立。他作为我党
的地下工作者打入这个组织，任破坏总
队参谋、民运组副组长，负责抗日宣传、
搜集日军情报等工作。他所在的一大队
无论在平汉线，还是在道清线，都给予日
军很大的打击。1941 年，一大队又奔赴
豫东，转战于陇海线和京浦线交叉的三
角地区。由于情报准确，一大队能经常
而又及时地破坏铁路交通，给日本鬼子
以沉重打击。1943 年 5 月 16 日，他英勇
就义，以身报国。

003.于文斌(1916~1938)
男，汉族，河南省息县临河集人。冀

鲁边抗日根据地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创始人之一。

于文斌1934年6月加入共青团，同年
11 月，从焦作转移到北平，以华北学院大
学生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4月，
他接受恢复共青团北平市委的任务，组成
了共青团北平市委，任书记。5月，转为中
共党员，同年秋末，调中共北平市委大学
工作委员会任组织委员，负责组织领导城
内各大学党的工作。1937年1月，他不幸
被捕。同年 7 月，越狱成功，党组织遂将

他派往济南，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的
“平津流亡学生会”国际部工作。9 月，他
被派往冀鲁边，与津南特委负责人马振
华等汇合，组建了冀鲁边区党的统一领
导机构——中共鲁北特委，任书记。10
月，鲁北特委改为中共冀鲁边工委，他继
任书记。11 月，他和共产党员傅炳翰等
争取和改造了一些掌握在爱国人士手中
的地方武装，领导成立了游击小组，积极
进行抗日活动。以此为基础，他根据省
委的决定，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加紧准备
武装起义，组建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
军”，任政治部副主任，实际担负着领导
边区党的工作和军队工作的重任。1938
年 2 月，在解放盐城县的战斗中，他不幸
牺牲，年仅 22 岁。

004.王恩九(1901~1939)
男，汉族 河南鲁山璜洞沟村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在中共察哈尔省联络局、中共豫

鲁联络局、中共河南省委工作，曾任中共
河南省委候补委员，省委统战部部长。
1931 年，他积极主张和宣传抗日，并成功
说服国民党部队第七十六师二二八旅旅
长范龙章在《中州日报》上发表抗日通
电。1936 年他在中共察哈尔省联络局从
事统战、情报和在国民党部队发展共产
党组织等工作。利用他广交博游的社会
关系，他活动于伪蒙、伪满、伪冀东上层
人士以及在华北的宋哲元部队中间，收
集的一些战略性情报曾引起中央的极大
重视。1937 年，他与刘贯一共同办理华
北局联络局交给的情报“广闻通讯”的编
写工作。1938 年初，他成为豫鲁联络局
的重要成员。同年，力排艰险，他做通国
民党第三集团总司令孙桐萱的工作，成
功营救出山东高等法院关押的 500 多名
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38 年秋，他受
命前往确山竹沟河南省委统战委员会工
作，对外担任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竹沟
留守处交际科科长职务。1939 年 8 月，
他任河南省委统战部长，并当选为河南
省委候补委员。1939 年 11 月“竹沟惨
案”发生后，他遵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总
指挥张云逸电嘱，赴确山县政府交涉解
决事变，在通往确山途中的孤山冲遇害，
年仅 38 岁。

005.王霁初(1893～1933)
男，汉族，河南省商城县城关人，鄂豫

皖苏区优秀的文艺工作者，著名革命历史
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创作者。

王霁初 1929 年参加革命，从事革
命文艺宣传工作。1930 年初，他参加
筹建商城县苏维埃“红日剧团”，并担
任团长。1931 年秋至 1932 年，“红日剧
团”先后调归中共皖西北道委和鄂豫皖
省委领导，他继续担任该团团长。在火
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中，他以深厚的艺术
功力和饱满的革命激情，利用大别山区
民间文艺的传统曲调，经过加工整编，
创作了《八月桂花遍地开》《十二月宣传
歌》《送郎当红军》《反动派吵嘴》《空树
枝》等许多流传久远的革命歌曲和新剧
目。他领导剧团全体文艺工作者不畏
艰辛，跋山涉水，有时冒着生命危险穿
越敌人的封锁线，深入到前线和苏区各
地，为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演出，
足 迹 几 乎 踏 遍 了 整 个 鄂 豫 皖 苏 区 。
1932 年秋，他随红四方面军西征。1933
年初，他在入川后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
牲。

006.王志仁(1904～1927)
男，汉族，河南省新县陈店乡王湾村

人。是鄂豫边区党最早的活动者和黄麻
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王志仁 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底，他被派至湖北省农民协会工
作，任经济干事。1926 年 4 月，他受党组
织的派遣，从武汉回到家乡，宣传反帝反
封建的思想，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不久，建
立了秘密党小组和农民协会。1927 年 5
月，他作为湖北省委特派员到乡村调查农
运情况，建立了王湾村革命红学，使其成
为党直接掌握的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大
革命失败后，湖北省委派他和部分同志到
黄安县，建立鄂东特委和黄麻暴动指挥
部，发动和领导黄麻暴动，他任特委书
记。11月14日，王志仁等根据暴动部署，
作了充分准备，成功地举行了黄麻起义，
在长江北岸，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民主政
权，打出了第一面工农革命武装的红旗。
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鄂东特委决定
改组黄安县委，由他兼任县委书记。起义
胜利后不久，敌人突然袭击黄安城，他亲临
阵地，指挥防守，与敌拼杀，在东城门御敌
时，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3岁。

007.王舟平（1912~1945）
男，汉族，河南省南阳县人，中共党

员。
王舟平自幼家境贫寒，曾到襄阳私

人印刷所当过童工。1931 年，他在河南
省通志馆帮助工作期间，就参加了南阳
爱国学生在开封组织的“旅汴同乡会”，
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1932 年，
他回到家乡积极参加了南阳自治运动，
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1937
年，他以南阳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积
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后因党组织遭到
破坏，白色恐怖严重，上级党组织派他到
国民党孙殿英部队做统战工作。1940 年
1 月，河南省委任命他为临鲁地委书记兼
鲁山县委书记。“皖南事变”后，他随河南
地下党的干部撤退到延安。1944年，日军
发动“豫湘桂”战役，河南大部沦陷，他随
党中央派遣的抗日部队，从陕甘宁边区出
发南下豫西。1945 年 2 月，渑池县解放，
他任渑池县委书记兼被改编的独七旅政
委。在地方工作上，他主持开展了“倒地
运动”，把地主巧取豪夺的土地分给了贫
苦农民，同时还开展了“减租减息”、“合理
负担”运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很快打开
了渑池县的抗日局面，深得群众的拥护和
爱戴。1945年5月26日，独七旅上官子平
部发动反革命叛乱，他不幸被俘。在刑场
上，面对敌人的枪口，他大义凛然，怒斥叛
军罪行，献出了年轻生命。

008.王亦华(1900~1984)
男,汉族，河南省濮阳县曲六店村

人。
王亦华 1923 年考入北京俄文法政专

门学校，同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他作为俄文法政专
门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学生总
会”，主管总务工作。1928 年他从北京法
政大学毕业，先后在濮阳中学、沈阳一中、
山东省立第三中学、天津高等商业学校、
北平城达中学任教。1938年，中共北方局
军委派他去“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
工作。1940 年调到晋察冀边区政府任总
务科长。1942 年 9 月他被任命为边区印
制局局长，创建巩固和发展了晋察冀边区

的货币生产阵地。1945 年全国抗战胜利
后，他奉命赴张家口等地进行战后工作，
完好地转移、保存了印币设备，充实壮大
了党的印制技术力量。1948年夏，他调任
华北银行发行处处长。他奉董必武和华
北银行南汉宸行长之命，赴华东与北海银
行领导商讨如何使用两个地区的印钞力
量，完成全国大反攻形势下繁重的印钞任
务；同时研究解放区货币统一前，印钞厂
应做的准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
人民银行币制管理局局长。他主持印制
了第一、二、三套人民币和一套金属辅币
的工作。1984年2月5日，他逝世于北京，
终年84岁。

009.司文德(1896~1926)
男, 汉族，河南汤阴县人。
1921年9月，京汉铁路郑州工人俱乐

部成立，司文德不仅是养路工人中最早参
加俱乐部的积极分子，而且还动员了 200
多名养路工人加入俱乐部。1922年4月，
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改为京汉铁路郑州
铁路分会。他被推选为工务处会员总代
表。1923年1月，他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
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帮助郑州铁路分工
会组织训练工人纠察队伍。2 月，他组织
郑州铁路养路工人参加了“二七”大罢
工。 1925年2月7日，京汉铁路郑州分工
会重新成立，他再次担任工务总代表，负
责工人纠察大队的领导工作。

1926年7月，在中共豫陕区委领导下，
司文德和郑州铁路分工会委员长汪胜友等
组织起工会秘密小组。为支援国民革命军
的北伐，他们经常在夜晚卸掉钢轨夹钣，割
断铁路电线，中断运输指挥，用汽油烧毁桥
梁，破坏吴佩孚部的军车运出。10月6日，
由于叛徒出卖，司文德被捕。1926年10月
15 日被害，头颅被悬挂在电线杆上示众。
1927年6月，京汉铁路郑州分工会为他举
行隆重的迁葬仪式和追悼活动，并将他的
忠骨运回故乡汤阴县重新安葬。1952年4
月5日，他被追认为“二七烈士”。

010.冯新宇(1905～1940)
男，汉族，河南省潢川县黄寺岗乡人，

是河南省早期中共党员之一。
1924 年，冯新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是省学联负责人之一。他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共产党员身份
加入国民党，积极参加北伐宣传工作。
1927 年秋，他受党组织派遣回潢川开展
革命活动，参加了大荒坡起义，后任中
共南五县临时特委秘书。他因身份暴
露，受敌人通缉，辗转南京、开封等地从
事新闻和文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
他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和抗日救亡宣传
活动，创办《东亚日报》，又先后任《河南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和报社主编。
抗日战争初期，他任中共河南省委文委
委员，参与创办省委机关刊物《风雨周
刊》，任编委委员。1937 年底，受中共河
南省委派遣，他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
和战地记者的公开身份返回潢川，负责
恢复中共地方党的组织。1938 年 2 月，
他参与中共豫东南工委的领导工作，任
特委委员。同年 4 月，他任中共潢川县
工委书记，并经党组织同意出任国民党
潢川县党部书记长，组织领导地方抗日
救亡宣传活动。潢川沦陷前后，他任潢
川抗日游击队司令，抗击日军入侵。在
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中，因长期积劳成
疾，于 1940 年 7 月 28 日在潢川病逝，终
年 35 岁。

011.叶成焕(1914～1938)
男，汉族，河南省新县郭家河乡人，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2月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军某团通信员。

1932年，叶成焕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川
陕，历任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长、师
政委，1935年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
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任
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1937年
10月，他奉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
2月，他率部参加了长生口伏击战；3月中
旬，又率部参加了神头岭伏击战，此次战
斗，叶成焕部奉命偕兄弟部队开赴黎城与
潞城间的神头岭，伏击救援之敌，共歼敌
1400余人。3月31日，他率七七二团，在徐
向前副师长的指挥下，在涉县西南的响堂
铺，伏击敌人的运输部队，击毁敌汽车180
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这三次战斗，成
为一二九师在抗战初期战史上著名的三战
三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
志。1938年4月初，日军以一○八师团为
主力，纠集了 3 万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向晋
东南大举进犯。为粉碎敌人进攻，一二九
师奉命转移至内线武乡附近，准备寻机歼
敌。4月15日晨，当侦知敌军东撤时，他率
部在浊漳河北岸长乐村附近追上敌人，截
击其后卫部队，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歼敌
1500余人。下午2时，部队决定撤离，他在
前沿观察敌情时，被敌人枪弹击中头部，壮
烈牺牲，时年24岁。

012.石健民(1905～1939)
男，汉族，河南省新县人，是鄂豫皖

苏区著名的红色交通员。
石健民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他 1928
年从事地方党和红军的秘密交通工作，曾
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参谋主任，黄安县
委、鄂豫皖省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红
二十五军、新四军交通员。他担任各级交
通员期间，奔走于上海、南京、武汉、西安、
延安、江淮和中原广大地区，传达党中央
对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传递重要情
报，护送党、政、军领导干部，完成许多重
大任务。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陕西
终南山一带同敌军作战时，红一方面军长
征已到达四川。由于敌人封锁很严，鄂豫
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半
年多。在这种情况下，他肩负重托，乔装成
去终南山拜佛的香客，从西安出发，日夜兼
程，给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送去了中央文件
和中央红军的消息，红二十五军随之进行
西征北上的战略转移。1939年他调任新四
军江北指挥部特工部长。10月，他在护送
张云逸去江北途中不幸被捕牺牲。

013.白 涛(1915～1948)
男，汉族，西峡县丹水乡人。1937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白涛报

名参加了八路军开办的学兵队，后被分配
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由于他在工作
中表现突出，1939年担任了北方局交通科
科长。1941 年，党组织派他到环境艰苦、
斗争复杂、日寇蚕食严重的辽西任辽西特
区区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后任
辉县县委书记和林县县长。解放战争开
始后，他带领林县人民，积极投入到反对
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的斗争
中去，取得了显著成绩。1947 年 7 月，刘
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他任随军干部队队
长。9月2日，我军解放了安徽省立煌县，

他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兼县长，改立煌县为
金寨县。11 月，他任金东县委书记兼县
长。1948 年春，我军主力转到外线作战，
金东一带仅留下县、区武装坚持斗争。国
民党军队乘虚侵入。5月19日，他带领县
大队在湖家山同敌作战被俘。7 月 7 日，
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3岁。

014.吉鸿昌（1895～1934）
男，汉族，河南省扶沟县人，著名抗

日名将、民族英雄。
1913年秋，吉鸿昌投军冯玉祥部，从

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历任连长、营
长、团长、旅长、师长。其间，他结识了共
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
1930 年，中原大战后，吉鸿昌部接受蒋介
石改编，被任命为第22路军总指挥兼30
师师长，派往河南光山、商城一带，围
剿鄂豫皖苏区根据地。翌年，他“托
病”到上海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
系，后又化装潜入鄂豫皖苏区进行考
察，曾在潢川策动所部武装起义参加红
军未果。后蒋介石撤销了他的军职，逼
其到国外“考察”。

1932 年，吉鸿昌回国，秘密与中共
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年秋加入中
国共产党。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
后，他任第二军军长。随后，他奉命率部
东征，力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
县，将日军驱出察哈尔省境。后蒋介石以
破坏国策罪令何应钦率领 16 个师围剿抗
日同盟军，他惨遭失败后，潜回天津继
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4 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
租界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租界工部
局逮捕，并引渡给北平军分会。24日，经蒋
介石下令，他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
39岁。刑前，他赋诗一首：“恨不抗日死，留
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015.危拱之（1905～1973）
女，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
危拱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子队，接着参加
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地区的土地革命运
动。1929年，她被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习，曾因反对王明宗派主义，被戴上
托派嫌疑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错误
处分。1931 年回国后，她被派到闽粤赣
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是红军戏曲运
动的开拓者，当年恢复党籍。后又因反
对王明“左”倾路线，被宣布永远开除党
籍。她蒙冤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
中央红军中闻名的 32 名女战士之一。
1935 年底她重新恢复党籍。

抗战爆发后，危拱之回河南工作，先
后任省委秘书长、信阳抗日挺进队政治部
主任等职。抗战初期，她先后在《风雨》
周刊和《行都日报》上发表《动员河南的
妇女保卫家乡》等文章，号召全省妇女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办孩子剧团，到
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9 年 11 月，
在“竹沟事变”中，她和省委书记刘子
久等一起指挥战斗，突出重围。1940 年
她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2 年任河南
省委组织部长。她参加了延安整风运
动，并在“抢救运动”中受到错误打
击。解放战争时期，她随军赴东北工
作，先后担任中共赤峰市委副书记、书
记，冀热辽中央分局妇女部长等职。新
中国成立后，她因病长期休养，1973 年在
北京病逝。

6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候选人事迹
(按姓氏笔画排序）

“6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
6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原人物”

1.投票时间为 8 月 25 日 00：00 至 9 月 3
日24：00(报纸投票以收寄日戳为准)。

2.投票范围为省组委会公布的“60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和“6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原人物”两
类候选人，共180人。

3.候选人代码由三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每位候选人对应唯一代码。“60位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候选人
代码为 001-090，“6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
动中原人物”候选人代码为091-180(候选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投票时填写候选人代码
即可。

4.每人只能选择报纸、网络或手机中的
一种方式参与投票。无论何种方式，每人限
投每位候选人一票，每张选票所选每类候选
人不得超过60人，否则视为无效选票。

5.参加报纸、网络、手机投票均须填写
投票人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或军人证件
号码)，16 岁以下公民填写户口本上的身份
证号码，不填、错填或重填的选票无效；主办

单位对投票人信息严格保密。
6.报纸投票注意事项：
①空白选票可复印，但须与原选票大小

一致，缩放、拼接的选票无效。
②填写选票时，请用钢笔、碳素笔或圆

珠笔将所选候选人代码后的“〇”涂黑。涂
黑部分复印无效。

③委托他人代为投票，须附有委托人签
名的书面委托书。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人姓
名、身份证号码，否则选票无效。

④选票寄至：郑州全省“60位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6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原人物”评选活动
专用信箱，邮编：450003。信封下方须写明
寄件人所在市（县、区）。

7.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①点击大河网、商都网河南省“60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
6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原人物”评选活
动专题，进入投票系统，按提示参与投票。

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③投票过程中，不显示候选人得票结
果。

④本次网络投票属公益活动，投票一律
免费。

8.手机投票注意事项：
①手机短信投票适用于全部手机用户，

用户请编辑投票短信发送至特定端口号(中
国移动10658300333，中国联通106560060)。

②编辑短信时，请先输入身份证号码和
投票人姓名，再输入候选人代码。投票格式
为“身份证号码、姓名、候选人编码”，每一投
票编码之间以逗号分隔，如：1,2,30,120。

此次评选活动坚持群众自愿投票的原
则，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包办投票、指定投
给特定候选人等弄虚作假行为。组委会设
立监督举报电话(传真)：0371-66763404。

9.此次群众评选投票数据统计工作将
在省统计局的监督指导下进行。投票人身
份证号码将通过公安部门身份证号码查询
服务中心等进行有效验证，删除不合格选票
及重复选票后，采取科学方法进行统计。

“6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和 60 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动中原人物”评选活动选票见A4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