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动中原——60年·60事·60人”候选人物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066.第九届全国中学生运
动会在郑州举办

2005年8月26日，第九届全国中
学生运动会在郑州清华园体育场隆重
开幕。国务委员陈至立宣布运动会开
幕。省长李成玉致欢迎辞，教育部部
长周济致开幕辞。省委书记徐光春、
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国家体育总局
副局长冯建中、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
岳出席了开幕式。共有包括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的34个代表团、3500多
名运动员参加7个大项目的比赛。

067.南水北调工程郑州段开工
2005年9月，南水北调中线穿黄

工程开工。2009年 7月 28日，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郑州段正式开工建设，
郑州儿女畅饮长江水指日可待。

068.《风中少林》获“荷花奖”金奖
2005年 11月，由河南省郑州市

创作的大型舞剧《风中少林》荣获中
国舞蹈界最高奖项“荷花奖”金奖。

069.拜祖大典在新郑举行
河南省分别于2006年、2007年、

2008年、2009年在新郑举办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拜祖大典极大地增强了中华
民族的凝聚力，对实现文化强省目标、
提升河南形象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070.首届豫商大会在郑州举行
2006年8月，首届豫商大会在郑

州举行，此次豫商大会通过丰富多彩
的活动和坦诚友好的交流，加深了了
解，增进了友谊，发掘了豫商的历史、
文化和精神，搭建了豫商之间，豫商与
全省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合作对接的
平台，提升了豫商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071.首届“中国·郑州农业
博览会”在郑州举办

2006年 9月 16日，以展示农业
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为主题的

“2006首届中国·郑州农业博览会”
隆重开幕。本届农博会按粮食、园
艺、畜牧、农业等行业分区布展，共分
5个大区，参展品种达到10000个，现
场交易额5600万元。

072.《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实景演出

2006年 10月，中国嵩山音乐大

典《禅宗·少林》实景首次正式演出拉
开帷幕。以壮丽的中岳嵩山为舞台、
以禅宗文化和少林武术为底蕴，动静
相宜、音画一体的《禅宗·少林》音乐
大典，其核心是音乐创作，展现的是
中国文化的和谐意境。

073.郑开大道开通
2006 年 11 月 19 日，郑开大道

开通，郑开大道作为推进郑汴一体
化发展的基础性标志工程，是我省
乃至全国第一条跨市域建设的城
市道路。

074.三年跨越式发展
2006年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全

力推进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重大战略部署，制定了跨越式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经过全市人民共同努
力，2006年提出的“五个二”和 2007
年提出的“31245”奋斗目标顺利实
现，2008年提出的“五个四”奋斗目
标预计可以完成，跨越式发展确定的
八大重点工程、22个重大项目进展
顺利。用 3年时间实现了全市生产
总值从 2000 亿元到 3000 亿元的跨
越，年均增速在 15%以上，全市综合
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突破，跃上了一
个新台阶。

075.“郑州·中华炎黄二帝”
巨型塑像落成

2007年4月，“郑州·中华炎黄二
帝”巨型塑像在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
落成并庆典。“炎黄二帝”巨塑高 106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炎黄二帝雕像。
作为全球华人的一个“文化标志”，其
号召力与感召力无与伦比，是全世界
华人心中的一座丰碑。

076.世界最高液压支架在郑
州煤矿机械集团通过出厂验收

2007 年 4 月，世界最高液压支
架在郑州煤矿机械集团通过出厂
验收。该支架是我国煤矿机械制
造领域的重大突破。此套液压支
架的最大支护高度为 6.3 米，是目
前世界最高的支护高度。该产品
大大加速了煤矿装备国产化进程，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装备制
造业水平，为我国煤炭行业摆脱长
期以来对国外煤机装备的依赖创
造了条件。

077.嵩山少林举行5A景区
挂牌仪式

2007年 9月，嵩山少林举行 5A
景区挂牌仪式 。嵩山少林景区荣获
国家首批 5A景区挂牌仪式举行，国
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张坚钟，省
旅游局局长杨盛道，郑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丁世显参加仪式。嵩山
少林景区是国家首批 5A景区，也是
我市唯一入围5A级景区的单位。丁
世显在致辞时希望登封市进一步整
合文化旅游资源，为郑州从旅游资源
大市向旅游经济强市跨越作出贡献。

078.我国第一个手语翻译
实验室在郑州建成

2007年 11月，我国第一个手语
翻译实验室在中州大学北校区落成，
它的建成标志着我国的手语教学和
手语学习标准化已经起步。

079.郑州德化步行街5周年
庆典暨“中国著名商业街”揭牌
仪式举行

2007年 12月 29日，郑州德化步
行街5周年庆典暨“中国著名商业街”
揭牌仪式举行。现在的德化商业步
行街处处彰显“以德为商，感化世人”
的精神，是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现代商业中心，每天客流量超
过30万人。不仅会聚有百年老字号，
更集中有现代商业业态，街区年创税
3000多万元。全国共有16条商业街
获得“中国著名商业街”荣誉称号。

080.全市破产困难企业退
休职工大病统筹首次实现医保
全覆盖

2005年5月，郑州市开始把国有
破产、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大病统
筹，这一做法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
列。此后，“郑州模式”逐步向全省推
广。2008年 2月 29日，《郑州市集体
破产（困难）企业和市属原国有困难
企业退休人员大病统筹医疗保险办
法》实施，全市破产困难企业退休职
工大病统筹首次实现医保全覆盖。

081.郑州市率先在全国省
会城市建立实施了覆盖全体城
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08年7月，郑州市率先在全国

省会城市建立实施了覆盖全体城乡居
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出台了《郑州
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

082.郑州进入“3000亿”俱乐部
2008年，郑州市生产总值达到

3004亿元，首次与广州、深圳、杭州、
青岛、宁波、南京、成都、武汉、大连等
城市并肩进入全国城市“GDP3000亿
俱乐部”。

083.建设“三化两型”城市
2008年7月，市委九届九次会议

提出力争经过 10～15 年的不懈努
力，把郑州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
信息化和生态型、创新型的国家区域
性中心城市。

084.胡锦涛总书记两次视
察郑州

2008年9月8日至10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胡锦涛来到河南省考察工作。胡锦
涛总书记在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和
代省长郭庚茂等陪同下，先后到焦
作、郑州等地，深入田间地头、农科院
所、龙头企业和农户家中，询民情、听
民意，同基层干部群众共商推进新形
势下农村改革发展大计。2007年 5
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郑州，看望了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坚
守工作岗位的一线职工，还登上黄河
花园口将军坝大堤，考察黄河河南
段、郑州段水利工程建设情况。

085.郑州市跨入“世界特色
魅力城市200强”行列

2008年，郑州市跨入“世界特色
魅力城市200强”行列，居“中国城市
竞争力排行榜”第18位。

086.郑州地铁1号线开工
2009年，郑州地铁 1号线开工，

全长 26.2公里计划 4年建成。根据
建设规划，我市在中心城区规划建设
6条轨道交通线路组成“三横两纵
一环”的棋盘放射状交通网络，线网
全长 202.5公里，共设置 22个轨道间
换乘车站。工程总投资将超过 1000
亿元，建设周期约 14年。开工建设
的1号线一期工程西起凯旋路站，东
至体育中心站，全长 26.2公里，设车
站 20座，总投资约为 150.8亿元，工

程将于2013年10月底前建成并试运
营。下半年开工建设轨道交通 2号
线一期工程，该工程北起广播台站，
南至向阳路站，全长 18.3公里，设车
站 15座，总投资约 100亿元，计划于
2013年建成。1、2号线建成后，郑州
市将形成“十”字形的轨道交通架构。

087.郑州市开通快速公交
2009年5月，郑州市开通快速公

交。2009年 5月 28日，郑州快速公
交首发车在金水路站启动。当日，郑
州首条 BRT 快速公交线路开通运
行。首条快速线路由一条 30公里的
主线和 8条支线组成，设站台 38对，
平均站距 800米，全程采用封闭式中
央专用车道，8条线路全部采用12米
的单车，支线和主线同台免费换乘。

088.巩义市连续 9届获得
“全国百强县”

2009年7月，巩义市被评为全国
“百强县”，这是巩义自 1992年以来
连续9届获得“全国百强县”。

089.郑州新区成立
2009年 7月 18日上午，中共郑

州新区工作委员会、郑州新区管理委
员会揭牌仪式在金水东路与农业东
路交叉口隆重举行。中原城市群发
展核心区域建设进入了统一管理、统
筹规划新阶段。开发建设郑汴新区，
是省委、省政府深入实施中原城市群
战略，整合区域资源、优化产业布局、
推进体制创新、发挥规模优势的重大
决策部署。郑州新区是郑汴新区的
主要空间区域，西起中州大道、东至
中牟县东边界、南至航空港区、北至
黄河大堤，主要包括郑东新区、郑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国际航空港
区、中牟产业集聚区、郑州国际物流
园区及沿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带对
应区域和现代农业示范区等，面积约
1840平方公里。郑州新区目标定位
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和改革发展的综合试验区。

090.郑州连续获得“双拥模
范城”称号

2009年 7月 30日，郑州市又获
“河南省双拥模范城”，荣膺“河南省双
拥模范城”七连冠。此前，郑州市已连
续5届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091.安金槐 （1921～2001），
男，河南登封人，研究员，生前系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著名考
古学家。1953年开始主持郑州商代
遗址的发掘工作，发掘了郑州二里岗
遗址，次年发现商代铸铜和制陶遗
址。1954年在其编写的《郑州二里
岗》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出“郑州隞都
说”。1960年写出论文《郑州商代瓷
器的几个问题》。1961年发表论文
《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先
后主持巩县铁生沟遗址、巩县石窟
寺、密县打虎亭汉墓、南阳杨官寺汉
代画像石墓、新郑郑韩故城遗址、法
海寺石塔和后士郭三号汉画像石墓、
洛阳隋唐含嘉仓遗址、登封王城岗龙
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和告成镇东周阳
城遗址等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主编
和参与主编的专著或考古报告有《登
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登封王城岗
与阳城》、《中国陶瓷史》、《巩县石窟
寺》、《密县打虎亭汉墓》、《郑州商代
城遗址》等 10余种，发表《试论郑州
商代城址——隞都》、《谈谈郑州商代
瓷器的几个问题》等各类论文、简报
130余篇。他一生从事考古研究，在

20世纪50年代对郑州商城遗址的发
掘和郑州商城说的提出，开创了商代
城市研究的先河。他是第六届、第七
届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科学技术史
学会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八五”期
间考古学科规划小组评审成员。

092.巴振东 男，1956年出生，
河南郸城人，中共党员，现任郑州市
公共交通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注册高级咨询师，高级工商管理师，
河南省人大代表。自 1999年巴振东
任郑州市公交总公司总经理以来，在
市委、市政府及市主管委局的正确领
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秉承“服务为本、乘客至上、市民满
意、政府放心”的企业理念，坚持发
展、创造满意，与时俱进、锐意创新，
带领广大干部职工以“三项制度改
革”为突破口，调整用工结构、工资结
构，调整管理机制，转换经营机制，实
现企业运行机制的再造；以建立现代
化企业制度为目标，多渠道融资，逐
步进行产权改革，实现企业产权多元

化；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树立“立道致
远，行公为民”的企业理念，创公交品
牌、精品服务，让“市民满意、政府放
心”的三大工作思路，通过几年的快
速发展，郑州公交显现出勃勃生机，
企业实力和综合素质得到增强和提
高。巴振东个人曾荣获河南省劳动
模范、河南省市政公用行业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093.白凤祥 男，1955年出生，
回族，河南开封人，中共党员，郑州市
服务公司修脚师。1976年到郑州市
服务公司友爱路浴池工作，从师金尚
义学习修脚。1980年在郑州市商业
战线技术比武中获修脚第一名。
1985年被授予一级修脚师。他热爱
本职工作，每年修脚、手 3000 余人
次，经常为到家的患者义务修脚。被
他治好脚病的患者不计其数，赢得了
群众的尊敬和赞誉。他于1983年10
月当选全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
表；1987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1989年获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

094.常香玉 （1923～2004），
原名张妙玲，女，河南巩义人，中共党
员，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大师，豫剧五
大名旦之一，豫剧“常派”创始人。自
幼学艺，13岁即以演出新改编剧《西
厢》而闻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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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高度的爱
国情怀，被誉为“爱国艺人”。 在 70
余年的艺术生涯中，视豫剧艺术为生
命，“戏比天大”是其一生的座右铭。
她博采众长，吸收京剧、评剧、秦腔、
河南曲剧以及坠子、大鼓等艺术之
长，丰富自己的唱腔和表演；她刻意
创新，开豫剧唱腔改革之先河，把风
格不同的豫剧唱腔——豫东调、祥符
调、沙河调等融会于豫西调中，创立
了独具风格的“常派”艺术。她先后
演出剧目 100多部，其代表剧目传统
戏《花木兰》、《拷红》、《大祭桩》、《白
蛇传》、《断桥》、《破洪州》、《五世请
缨》和现代戏《红灯记》、《人欢马叫》、
《杜鹃山》等久演不衰。生前曾任河
南豫剧院院长、河南戏剧学校校长、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

会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是
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
表。2004年 7月，国务院追授她“人
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095.陈梅月 女，1947年出生，
祖籍浙江湖州，现定居郑州市，系孙
中山先生亲密战友陈其美的曾外孙
女、国民党元老陈果夫的外孙女。
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民
间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艺
术家协会会员。她 8岁学戏，12岁
走红，艺名“十二红”。曾以豫剧《十
三妹盗刀》轰动京城，受到周恩来、刘
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9
年，陈梅月因健康原因告别舞台，遂
潜心于书画创作，练就双手作画的绝
活儿，研制发明了纸塑戏曲脸谱画，
被誉为中华纸塑吸取脸谱第一人。
陈梅月热心慈善事业，先后供养过两
位孤寡老人和 23个孩子，这些孤儿
如今已全部读完大学，其中有4人获
得硕士学位、7 人获得博士学位。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她“民间工艺
美术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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