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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薛喜梅

女，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中
共党员，1951 年 10 月出生。1968 年
8月她到河南省郏县插队，曾任公社
党委副书记兼大李庄大队党支部书
记、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农
科院小麦研究所副所长、农业经济
信息研究所所长。

薛喜梅到郏县广阔天地乡插队落
户期间，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
点一滴地向当地农民学习，与他们打
成一片。她长期照顾村里的一位年逾
古稀的孤寡老人。老人身体不好，经
常患病，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她搬去与
老人同住。她作为设计者和工程师，
对广阔天地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道
荒沟重新描画。寒冷的冬季，本是农
闲时光，她带着知青们和乡亲们打井、
修渠、平整土地、植树造林。经过几年
奋战，郏县广阔天地乡的7000多亩地
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的机电灌溉双
配套，成了全县人人称羡的“小粮
囤”。她刚进村时，社里粮食亩产不到
500斤，到后来粮食亩产量超千斤，乡
亲们结束了“红薯半年粮”的苦日子，
开始了常年吃细粮的富裕生活。她是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180.魏青刚

男，汉族，河南省固始县人，中
共党员。1975 年出生。现为河南省
郑州市龙之装饰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

魏青刚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水性。
15岁时，在水库里救出一名落水儿童；
26岁时，又救过一名12岁女孩。2005
年，他在青岛打工。8月8日，成百上千
的人聚集在青岛市崂山海岸边观看“麦
莎”台风带来的海潮。一个巨浪袭来，
意外发生了，岸边一位女青年被卷入海
中。见此情景，正在岸边的魏青刚毫不
犹豫，纵身跳下两米多高的防浪墙，向
落水女青年游去。他抱着落水女青年
挣扎着向岸边靠拢。可是一排巨浪打
来，女青年再次被卷入大海。经过与巨
浪的搏斗，魏青刚已是疲惫不堪，不得
已只好上岸。当赶来的警察商量解救
方案时，他又自告奋勇：“我下去过一
次，对情况熟悉，让我再下去吧！”他再
次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但没有找到落
水女子，只好返回岸上。后来，发现落
水女子在怒海深处时隐时现时，他第三
次跳入大海，经过40分钟的艰苦努力，
落水女青年终于被救上岸，他没留下姓
名就悄然离开。他是中共十七大代表，
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被授予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178.穆青（1921~2003）

男，回族，河南省周口市人，中
共党员。新华社原社长、党组书记。

穆青从事新闻工作 50 多年，写
出了多篇在我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新闻佳作。他的新闻通讯
报道浓缩了伟大时代，多侧面、多角
度 、全 方 位 地 叙 写 了 时 代 潮 流 。
1966 年 2 月 7 日，新华社播发了穆青
和冯健、周原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20
世纪 80 年代，他提出“图文并茂，两
翼齐飞”的新闻观，要求用文字和摄
影“两条腿走路”，改变以往重文
字、轻摄影的现象。他积极主张
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地拓展通
讯 社 的 职 能 ，主 持 创 办 了《半 月
谈》《瞭望》《经济参考报》《新华每
日电讯》等报刊，丰富了新华社的
报道领域。他的主要新闻作品有

《十 个 共 产 党 员》《新 闻 工 作 散
论》、《穆青散文选》《彩色的世界》

《雁翎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
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历史的
审判》《铁人王进喜》《一篇没有写完
的报道》等。他出版的摄影集有《九
寨沟》《穆青黄山摄影集》《穆青摄影
选》等。

177.裴春亮

男，汉族，河南省辉县人，中共
党员，1970年3月出生。现任辉县市
裴寨村村委会主任。

裴春亮从修理电器起家，办过商
店，开过饭店、照相馆，经过 10 多年
的拼搏，成为集饭店经营、机械铸造、
矿业开采于一体的农民企业家，远近
闻名的致富能人。2005年，裴寨村村
委会换届选举，乡亲们把脱贫致富的
希望寄托在裴春亮身上。上任后，他
不负众望，个人先后投资 400余万元
为村里建学校、装路灯、修道路、打水
井。2006 年年初，他个人投资 3000
万元，无偿为全村村民建造新居。
2008 年年底，一个包括敬老院、幼儿
园、体育场、超市在内的功能齐全、整
洁美观的裴寨新村建成，全村 135户
群众喜迁新居。为了“不让村民住着
新房子，过着穷日子”，2006 年 4 月，
他以多方引资、村民自愿入股的形式
筹资 4亿元，兴建一座环保节能水泥
厂。水泥厂的投产，不但解决了村民
的就业问题，而且每家每户都成了企
业的股东，实现了多年的致富梦。他
曾荣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华慈善
人物、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全国
道德提名奖、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等荣誉称号。

176. 熊维政

男，汉族，河南新县人，中共
党 员 ，1956 年 8 月 出 生 。 现 任 河
南 羚 锐 制 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党委书记。

熊维政带领羚锐公司奋斗十
数载，把一家依靠扶贫贷款起家
的 小 厂 打 造 成 年 产 膏 药 30 亿 贴
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和全国橡胶膏剂药企中的首家
上市公司。目前羚锐公司资产逾
10 亿 元 ，年 创 利 税 逾 亿 元 ，被 业
界誉为“中国橡胶膏剂药业第一
品牌”。作为一位来自老区的医
药行业人大代表，他牢记使命，肩
负重任，时刻为促进老区经济社
会发展和医药行业的繁荣奉献着
辛勤和汗水。他先后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中国医药十大杰出企业
家、河南省医药科技先进工作者、
河南省十大科技扶贫功臣、河南
最具影响力的 100 位企业家等荣
誉称号，并获得国家推动学术发
展贡献奖、河南省工业创新特等
奖等多个奖项。

175.靳月英

女，汉族，河南省淇县人，中共
党员，1923年6月出生。现为淇县黄
洞乡鱼泉村村民。

半 个 多 世 纪 来 ，作 为 一 名 老
党员、老烈属，靳月英始终牢记党
的宗旨，不懈追求，甘于奉献。战
争年代，她积极拥军支前，为我军
送军粮、做军鞋，做侦察员、交通
员，养护伤员。新中国成立后，她
积极拥军建设家乡，帮贫济困，捐
资助教，绿化造林。多年来，她视
军人为亲人，先后送给部队的慰
问 品 达 1 万 多 份 ，用 自 己 的 行 动
承传着军民鱼水情。村里的五保
户、贫困户都得到过她的悉心照
料，有 20 多名失学儿童在她的资
助下重返校园，汶川大地震后她
捐出 1000 元钱寄到灾区；她开辟
了 8 座 山 头 2000 余 亩 荒 山 ，栽 下
30 多万棵树木，使昔日的荒山花
果 飘 香 。 她 被 授 予 全 国 劳 动 模
范、拥军模范、绿化造林先进个人
等 各 项 荣 誉 称 号 100 多 次 。 如
今 ，年 近 90 高 龄 的 她 ，仍 在 继 续
着她的事业。她常说：“党员没有
退休日，活一天要干满两晌。”

171.焦裕禄（1922~1964）

男，汉族，山东省淄博市人，中共党
员。1946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河南省兰
考县县委书记。

1962 年 12 月，焦裕禄调任兰考县
委书记后，面对危害老百姓生产生活
的三大灾害——内涝、风沙、盐碱，带
领全县人民全身心投入封沙、治水、改
地斗争。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
最大的时候，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
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踏着齐腰深
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
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
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与农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他忍着肝病的折磨，靠
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 2500 余公里，
对全县 149 个生产大队中的 120 多个
进行走访，把所有的风口、沙丘、河渠
逐个丈量、编号、绘图，制定了治理

“三害”的科学规划。有时候肝区疼得
直不起腰、骑不了车、拿不住笔，他仍
然坚守岗位、冲在一线。他总是在群
众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
群众面前。他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
斗，植树治沙，取得了显著成效。1964
年 5 月，焦裕禄因肝癌不幸病逝，年仅
42 岁 。 他 被 誉 为“ 县 委 书 记 的 榜
样”。1966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
他为革命烈士。

168.常香玉（1923~2004）

女，汉族，河南省巩义市人，中
共党员。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生
前曾任河南省豫剧院院长、戏曲学
校 校 长 、中 国 戏 剧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常香玉自幼学艺，13 岁即以演
出新改编剧《西厢》而闻名。她在
艺术上勤奋好学，勇于革新，曾广
泛吸收京剧、评剧、秦腔、河南曲
剧以及坠子、大鼓等艺术之长，以
丰富自己的唱腔和表演，同时把风
格不同的各种豫剧唱腔——豫东
调、祥符调、沙河调等，融会于豫
西调中，独创新腔，成为豫剧中的
一支主要流派。她的演唱热情奔
放,刚柔并济,挥洒自如，达到了很
高的美学境界和艺术造诣；她的表
演 刚 健 清 新、细 腻 洒 脱、优 美 大
方，形成了独特的“常派”风格。
她的代表剧目有《拷红》《白蛇传》

《花木兰》《战洪州》《大祭桩》和现
代戏《人欢马叫》《红灯记》等。她
积极传承民族艺术，主动提携新
人。1948 年，她在西安创办香玉
剧校，后改为香玉剧社，为新中国
培养了大批优秀演员。1951 年，
为支援抗美援朝，她率领剧社在西
北、中南等地区义演，以演出全部
收入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
架，被誉为“爱国艺人”。她是第
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逝世
后国务院追授她“人民艺术家”荣
誉称号。

167.崔兰田（1926~2004）

女，汉族，中共党员，山东省曹
县人，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戏曲
教育家，“崔派”艺术创始人。生前
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河南省剧
协副主席。

幼年时期的崔兰田，家境贫寒，
四五岁时便跟随父母背井离乡逃荒
要饭，后辗转流落河南郑州。因生计
无着落，11 岁便开始学艺，她刻苦练
功，入班仅 3个月便能登台演出。她
以豫西调为主，兼用豫东调，形成颇
具独特韵味的崔派演唱艺术,成为

“崔派艺术”的创始人，与陈素珍、常
香玉、马金凤、阎立品并称“豫剧五大
名旦”，是中国豫剧功勋杯奖获得
者。在她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4次
率团晋京演出。在京的戏剧界名导
演、名演员、作家、评论家给予她“崔
兰田的演唱艺术对于形成中国声乐
学派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是
豫剧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代表
人物”等高度评价。

166.徐洪刚

男，云南省彝良县人，中共党
员 ，1971 年 3 月 出 生 。 现 任 济 南
军区铁军师“秋收起义红二团”副
政治委员。

1993 年 8 月 17 日，他在探家归
队途中，乘坐的长途公共汽车行至
四川省筠连县境内时，车上 4 名歹
徒向一女乘客勒索钱物，肆意侮
辱。他见危相助，挺身而出，同歹
徒英勇搏斗，胸部、腹部、臂部被歹
徒连捅 14 刀，肠子流出体外 50 多
厘米。他忍着剧痛，用背心兜着肠
子，从车上跳下，追赶歹徒，昏倒在
地。后经当地群众和医院全力抢
救，转危为安。他住院期间，6000
多名群众自发地前去慰问。他见
义勇为的英雄壮举，在全军和全
国引起强烈反响。解放军总政治
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号
召全军指战员和全国广大青少年
向徐洪刚同志学习。他被授予见
义勇为青年英雄、全国新长征突
击手等荣誉称号。

172.程相文

男，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共
党员，1936 年 11 月出生。现任鹤壁
市浚县农科所所长。

程相文 1964年开始玉米育种事
业。46年来，他成功选育玉米新品种
30个，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 10个，其
中浚单 18、浚单 20 被列为国家玉米
重点示范推广新品种和国家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2005 年他承
担的国家粮丰科技工程——小麦玉
米一年两熟15亩超高产栽培技术集成
研究，首创夏玉米亩产超吨粮和小麦玉
米一年两熟亩产超吨半粮的超高产记
录；2007年15亩小麦平均亩产668.88
公斤，玉米平均亩产1064.78公斤，再次
刷新纪录；2008年承担的国家粮丰科
技工程河南课题豫北灌区浚县万亩核
心区玉米平均亩产831.4公斤，首创国
内万亩核心区连片种植和全国夏玉米
同面积最高产量纪录。他把应得的数
百万元奖金全部用在了育种事业
上。他荣获省部级等科技成果奖 44
项，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选感动中原
十大年度人物等。

170.黄炳新

男 , 汉 族 , 河 南 省 南 阳 市 卧 龙
区 人 ，中 共 党 员 ，1948 年 出 生 。
现 任 中 国 飞 行 试 验 研 究 院 高 级
顾 问 。

黄 炳 新 1964 年 入 伍 ，1985 年 升
为试飞团团长。担任团长期间，他
不仅先后承担了我国全部型号新型
飞机的试验、鉴定飞行任务，还成功
组 织 和 参 加 了 重 大 型 号 的 试 验 飞
行。他在飞机试飞中判断准确、胆
大心细，多次化险为夷。在 30 年的
试飞生涯中，他承担过 19 种机型的
科研试飞，其中包括 6 种新机型飞
机的鉴定试飞，共安全飞行 3695 架
次 1738 小时，没有发生过一起飞行
事故，创造了中国乃至国际航空史
上 的 奇 迹 。 他 主 动 承 担 91 项 复 杂
风 险 科 目 试 飞 ，飞 出 了 歼 8 Ⅱ 飞 机
的最大速度和升限，19 次正确处置
空中重大险情，抢救了上亿元国家
财产和珍贵的科研试飞资料，被誉
为“与魔鬼打交道的英雄”。他荣立
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8 次。1988 年 4
月 27 日 他 被 中 央 军 委 授 予 试 飞 英
雄荣誉称号，获一级英模勋章；1991
年他成为我国首批功勋飞行员。

163.赵春娥（1935~1982）

女，汉族，河南省洛阳市人，中共
党员。生前系洛阳老集煤场工人。

作为一名普通的煤场工人，赵春
娥爱岗敬业，惜煤如金，几十年如一
日在车站看守煤堆，注意点滴节约，
每天猫着腰用手将漏在石缝里的煤
抠出来，10 个手指经常磨得鲜血淋
淋，硬是一个人拣回 150 吨煤。为了
方便群众，赵春娥把煤场供应户中的
五保户和军烈属老人一一作了登记，
为他们送煤上门。由于她长期干脏
活累活，积劳成疾，但面对病魔，她坚
定地说：“我宁肯倒在煤堆上，决不躺
在病床上！我喜欢煤场，也离不开煤
场，死后将我的骨灰撒在煤场上，让
我看煤。”她助人为乐，在同事眼中是
出了名的活“雷锋”。患癌症期间，她
仍坚持为五保户、军烈属老人送煤送
粮、打扫卫生、操劳家务，被群众誉为

“党的好女儿”。中共中央曾发出文
件《向赵春娥同志学习，努力建设一
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职工队伍》。
1982年，赵春娥因病去世。1983年赵
春娥被国务院追认为全国劳动模范。

164.赵趁妮

女，汉族，河南省禹州市人，中共
党员，1926年出生。郭连乡张涧村农
民。

1978年，赵趁妮刚把儿子送走参
军不久，就遭遇婆婆、丈夫等 4 位亲
人相继病故的重大不幸。为了让儿
子安心服役，她强忍悲痛，封封家书
报平安，独自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儿子在她的鼓励教育下光荣入党，并
多次立功受奖。3 年后，当儿子探亲
得知家庭变故后，赵趁妮一再叮嘱他
归队后不要把家中的不幸和困难向
首长汇报，以免首长分心，影响部队
建设。她劝说女儿放弃待遇优厚的
工作，参军报国，表现出了崇高的爱
国主义情怀。她幼年裹过小脚，上了
年纪后行动很是不便，但每年八一、
春节等节日，她都要在亲人的搀扶
下，到部队看望慰问官兵。1998 年，
她冒着高温赴长江抗洪一线慰问部
队官兵，并送去 30 多箱苹果。赵趁
妮几十年如一日，用农民的朴实与真
诚，四处奔波，为官兵送去温暖和爱，
在爱国拥军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
足迹。她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河
南省爱国拥军模范。她先后被授予
全国三八红旗手、爱国拥军模范等荣
誉称号。

165.郝杰兵

男，汉族，辽宁省丹东市人，中共
党员，1955 年 5 月出生。现任河南省
第二慈善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中
华慈善总会永久理事。

1998年，郝杰兵主动请缨到焦作
市民政系统所属的盲人按摩医院担
任院长。当时医院濒临倒闭，人心不
稳，困难重重。他竭尽全力，将濒于
关停的焦作盲人按摩医院发展成为
河南省首家康复医院，成立了全国首
家省级慈善医院，使其成为全国开展
慈善医疗的样板医院。他先后帮助
20 余个省、市成立慈善医院，推动了
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他开展
的“微笑列车”、“重生行动”等十几项
慈善医疗服务项目，为困难群众提供
慈善医疗救助3万余人次。还面向全
国开展贫困家庭唇腭裂患儿免费矫
治手术 8600 多例，减免医疗费 3000
多万元，手术量居全国之首。在全省
他率先创建老年康复中心，收治病残
老人 19000 多人次，减免医疗费 1000
余万元。他曾荣获中华慈善事业特
殊贡献奖、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工作先
进个人等多项荣誉。2009 年他被中
华慈善总会授予中华慈善优秀工作
者称号。

169.黄久生

男，汉族，河南省潢川县人，中共
党员，1965 年 2 月出生，现任中共潢
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
书记。

黄久生从小是个苦孩子，是吃
“百家饭”长大的，因此他很小就懂得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从
1996 年起，逢年过节，潢川县的 680 多
户鳏寡孤独家庭都会收到黄久生捐
赠的米面、现金等，被人们称为“680
多 户 鳏 寡 孤 独 家 庭 共 同 的 儿 子 ”。
2003 年到 2007 年，他为家乡公益事业
建设捐资上百万元。他带领农民工
实施的工程，有两项夺得了国家最高
建筑奖——鲁班奖，还创出了 30 余项
省市优良工程。他凭着自己的不懈
努力和回报社会的崇高风尚,先后荣
获河南省实现中原崛起有突出贡献
新闻人物、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
南省敬老之星、全国敬老之星、感动
中原十大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河南省劳动模范、和谐中国十大人物
等荣誉。

173.谢延信

原名刘延信，男，汉族，河南
省滑县人，1952 年 10 月出生。河
南煤化工集团焦煤集团鑫珠春公
司普通职工。

1974 年，他新婚一年的妻子生
下女儿后因产后风不幸去世。从
此，他主动承担起照料前妻父母和
呆傻妻弟的责任。30 多年来，谢延
信不辞辛劳地照顾岳父母一家，一
诺千金、不离不弃。为使老人放
心，他毅然改姓为谢。1979 年，岳
父突患脑中风，全身瘫痪。一老、
一瘫、一傻、一幼，生活重担全部压
在谢延信的身上。为照顾岳父一
家，他狠下心把 5 岁的女儿送回滑
县老家，自己在焦作伺候老人。他
以不放弃照顾前妻一家人为前提，
多次拒绝组建新的家庭，直到丧妻
10 年后才与志同道合的谢粉香组成
新的家庭。2003 年，他因脑出血落
下了反应迟钝、行动不便的后遗症，
便让妻子来焦作共同照顾前妻一
家。他荣获河南省敬老楷模特别
奖、中华孝老敬老之星、感动中国
的矿工——十大杰出人物、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174.雷军伟

男，汉族，河南省濮阳人，中
共 党 员 ，1974 年 3 月 出 生 。 濮 阳
供电公司“送光明”青年志愿服务
总队队长。

秉 承 着“ 把 光 明 送 到 心 灵 深
处、用真情 构建和谐”的信念，多
年来，雷军伟带领 10 支“送光明”服
务小分队队员，入社区、进学校、到
企业、下田头，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开展用电便民服务。他主动延伸
服务，帮助一位蜗居斗室 37 年的残
疾人唤回了生的希望；把一对 80 多
岁的老志愿军夫妇从死亡线上拉
了回来；他是 25 名农村留守儿童的
贴心人；两名寒门学子圆梦大学的
引路人。他组织 349 名队员长年帮
扶孤寡老人、残疾人 463 人，牺牲节
假日近千天，义务处理客户用电故
障上万件，捐款 10.2 万元，直接经
济投入 50 多万元，被当地群众誉为

“活雷锋”。他是共青团十六大代
表、全国扶残助残先进个人、全国
百名优秀志愿者、河南省十大杰出
青年、河南省十大爱心助残人士、
河南省职业道德建设十佳职工，他先
后获得河南青年五四奖章、河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他的服务队荣
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服务集
体”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