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虎美玲 女，1946年出生，
回族，郑州市人，国家一级演员，现任
郑州市豫剧院院长。12岁从艺，师
从豫剧大师常香玉，主攻青衣、闺门
旦，兼擅花旦、刀马，并能反串小生，
戏路宽广。1988年在全国首届豫剧
中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上以当场亮
分最高分的成绩荣获最佳演员第一
名。她在继承常派艺术的同时，又兼
容陈派、马派、闾派等艺术之所长，不
论闺门旦、花旦、刀马旦、青衣等行当
均能表演自如。代表剧目有《花木
兰》《大祭桩》《破洪州》《断桥》《白蛇
传》《粉黛冤家》《义烈女》《宝莲灯》
《奇妙姻缘》《五女拜寿》《抬花轿》及
现代戏《刑警四姐》《红灯记》等。其
声腔明亮圆润，表演端庄大方、雍容
华贵。她于1996年、1997年、1998年
赴日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演
出，受到当地各界热烈欢迎和高度赞
扬。2000年应新加坡华乐团邀请赴
新进行艺术交流，首开河南豫剧与国
外大型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的先河。
她是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河南省剧协常务
理事，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14.花二军 男，1967年出生，
郑州市人，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现任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马头岗村
党支部书记。自 1993年担任马头岗
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带领群众开挖
鱼塘 1100亩，建成日光温室 55座，
种植果树 15000株，开始走上致富的
路子。1995年，主持制定“农、工、
商综合经营”的发展战略，获得成
功，至 2005 年，马头岗村工农业总
产值突破 1.5亿元，人均年收入 7008
元，连续 6年增长率达到 50%。他投
资 560万元，建成一座占地 52亩、建
筑面积 6000平方米的现代化中学，
彻底解决了周边 10 多个村庄 1600
多名孩子的上学问题。他获得“全
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标兵”、

“河南省劳动模范”、“郑州市双强党
支部书记标兵”等荣誉称号。

115.皇甫立志 男，1970年出
生，河南柘城人，大商集团郑州地区
集团总裁。他着力建设学习型企
业，建立知识型团队，敬业型职工队
伍，营造企业内部积极的工作氛
围。提倡创新，带领团队成员不断
自我突破，超越成绩，在工作中创
造满足感，在生活中收获幸福感。
他曾在郑州商业的低潮期把一个
本土商场推上了中国商业百强，并
独创了“租赁经营＋卖场管理”的
四统一经营模式，通过经营创新寻
找出路，凭借营销创新持续发展，
依靠品牌创新练好内功，实施资本
联合再丰羽翼，使大商在河南的事
业风生水起。自大商集团 2006 年
进驻郑州以来，他带领团队成员在
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实现了 6城 13
店的骄人成绩，同时将新玛特、千盛
百货、大商超市、大商电器等多个商
号引入河南，目前已开业的店铺经
营状况良好，不仅为推动郑州商业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繁荣河
南商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16.黄久生 男，1965年出生，
河南潢川县人，中共党员，潢川县双
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
1997年，他带领400多名老乡参与中
建七局承建的新郑卷烟厂联合厂房
（技术二期）主体工程施工，荣获了
1999年度国家最高建筑质量奖——
鲁班奖，继而该队伍也博得了“河南
建筑业的铁鸟”雅称。他时时不忘弱
势群体，总是不断给予关怀照顾。每

当逢年过节，有 680多户鳏寡孤独家
庭，每户都会从他那里收到米面、年
节货物，有时还有几百元的现金。面
对遭遇困境的人，他总是慷慨解囊。
他为3岁的白血病患者捐款2.7万元，
为身患血癌、打工救母的青年捐款2.3
万元。网友称其为国人榜样、中国优
秀农民工代言人。他先后获郑州市
第二届“十佳”外来务工青年、河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敬老之星”等荣誉称号。

117.姬霞敏 女，1965年出生，
郑州市人，国香茶城总经理，全国茶
叶批发市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河南
茶叶商会会长，郑州市总商会副会
长，郑州茶叶批发市场董事长。在郑
州市航海东路与中州大道的交会处，
一个大型的茶叶特色街区处处洋溢
着文化气息——茶圣陆羽的大型塑
像，翻开的《茶经》书页雕塑，古色古
香的永久建筑，引人驻足，这便是国
香茶城——郑州茶叶批发市场的完
美升级。她历经5年时间，用宝贵的
经验、成熟的管理和专业的服务将最
初的郑州茶叶批发市场打造成茶文
化主题公园——国香茶城，创造了一
个中原茶叶市场品牌。

118.贾大春 男，1965年出生，
河南南阳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在其带领下，截至 2008
年底，郑州移动基站总数达到 3100
个，交换机总容量达到 900万户，客
房数量突破 600万户，累计向国家上
缴各种税金 31亿多元。与政府、金
融、交通、公安、水利、烟草、教育等行
业合作开发了 20余项行业信息化产
品，为郑州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和城市信息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
献。他先后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
支部1个，国家级青年文明号2个，省
级青年文明号6个，2007年荣获河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2008年被中共
河南省委评选为“五好基层党组
织”。被郑州市委、市政府评为“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先进单位”；被省企业
民主管理领导小组授予“河南省企务
公开民主管理企业先进单位”；2009
年被授予“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
位”。2005～2008年连续4年被郑州
市人民政府评为“政风行风建设先进
单位”。他本人于2008年5月被评为
郑州市劳动模范，2008年 12月当选
郑州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119.雷 素 （1986～1999），
女，河南巩义人。1992年秋季进入
村小学上学，1998年9月升入巩义市
站街镇第三初中。在校期间，雷素爱
学习爱生活，乐于助人，节省下自己
的零用钱资助一名贫困小女孩读
书。1999年 7月 2日下午 5时许，雷
素放学后与几个同学结伴回家，在途
经陇海铁路阎沟道口时，忽然听见有
人叫喊：“火车来了，不要过铁路！”她
扭头一看，只见南瑶湾村 86岁的郭
富年老人正不紧不慢地向铁道走
去。她突然明白，老人因耳聋听不到
护道工的喊叫，才一步步走向危险地
带。千钧一发之际，她来不及多想，
迅速跳下路基，飞身向老人跑去。她
用幼小而纤弱的双手，使尽全力将老
人推出铁轨。老人得救了，雷素却献
出了她年仅 13岁的生命。当年 9月
13日，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少工
委追授其“河南省英雄少年”称号。

120.李 隆 男，1977 年生，
河南开封人，中共党员，武警少校警
衔，现任郑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

队副大队长。1995 年 12 月入伍以
来，先后参加灭火救援战斗 3170多
次，抢救遇险群众 760余人，特别是
在 2008年 5月赴四川抗震救灾战斗
中，他为成功营救被困 104个小时的
李青松和被困 124个小时的卞刚芬
作出了突出贡献，创造了生命救援的
奇迹，赢得了各级领导和灾区人民的
高度赞誉。2008年7月，被公安部授
予“抗震救灾尖兵”荣誉称号。2008
年10月，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
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被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震
救灾模范”荣誉称号。

121.李 伟 男，1968年出生，
郑州市人，河南思念食品董事长。
经过 8 年多的努力，把河南思念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从无到有做成了一
家年销售额超过 10亿、员工超过 2.5
万人的知名企业。年销售增长曾一
度超过 100%的“思念速度”更是让
同行艳羡不已。2003年，思念以子
公司香港恒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
名义整合收购了原黄河大观公司的
资产，拿下了黄河景区 5000 亩地，
斥资 14亿元打造高档社区，正式进
军房地产。2004年，思念经过充分
的筹备和策划，携手跨国餐饮管理
咨询机构中国台湾 SEMA公司，于 9
月 1日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美海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全面展开国内城市
的开店工作。

122.李公涛 男，1927年出生，
河南巩义人，中共党员, 中国翰园碑
林终身主任，“世界碑林协会”筹委会
理事长。退休以后为弘扬民族文化，
他以共产党人特有的责任感和强烈
的事业心，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倾尽
自己全家财力，率子携孙，三代人刻
碑不止，创建我国第一座民办的大型
碑林——中国翰园碑林。经 20多年
艰苦奋斗，筹集 1600万元人民币，创
建了占地 120 亩、长达 3 公里的有
3700多块碑刻的中国翰园碑林，被
人们誉为“当代文化愚公”。开封市
人民政府委任他为中国翰园碑林终
身主任，他的事迹先后被载入《中国
年鉴》《河南年鉴》《开封年鉴》《当代共
产党人》《天下名人传》，被美国世界名
人传记协会评选为1994年和1995年
世界最受尊敬的人。英国剑桥世界
名人中心、美国世界文化名人录、香港
世界名人中心、中国第一部世界名人
大典等均载入了李公涛的事迹。

123.李剑英 （1964～2006），
男，郑州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中国
人民解放军某部飞行员。在 20多年
的飞行生涯中，他共飞行 5003个架
次、近 2400 小时，从未发生过任何

“错、忘、漏”现象和事故征候，出色完
成了高原驻训、科研试飞等重大任
务。2006年 11月 14日，李剑英在完
成训练任务驾机返航途中，遭遇鸽
群撞击，发动机空中停车。此时，飞
机高度 194 米，跳伞就能保全自己
的生命。从鸽群撞击点到飞机坠毁
点 2300米跑道延长线的两侧 680米
范围内，分布 7 个自然村，居住着
3500口人。当时飞机上还有 800多
公升航空油，120 余发航空炮弹，1
发火箭弹，还有易燃的氧气瓶等物
品，如果跳伞飞机将失去控制，坠入
村庄，后果不堪设想。16秒的时间
内，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国家
财产，他先后 3 次放弃了跳伞逃生
的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迫降。
迫降过程中，飞机受到高出地面水
渠护坡阻挡，爆炸解体，李剑英同志
壮烈牺牲。生前他曾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2次；2006年12月6日，空

军党委为他追记一等功，并追授“空
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

124.李世欣 女，1954年出生，
郑州市人，郑州市管城区原残联理事
长。在担任残联理事长 10年当中，
一心扑在残联工作上，为辖区残疾人
办了许许多多好事，被残疾人称为
他们的“娘家人”。因工作突出，李
世欣先后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
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残
疾人工作“公益之星”，郑州市遵守
职业道德十佳标兵。负责的残联被
评为全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先
进单位、全国社区残疾人工作示范
区、全国残疾人之家、全国残疾人工
作“十五”计划先进区。2003 年 9
月，出席中国残联第四次代表大会
暨全国助残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受
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她的事迹先后被新华社、人民
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
台等多家媒体报道。

125.李素琴 （1908～2001），
女，郑州市人，原郑州市纸袋厂（该厂
是民政部门安置残疾人的福利工厂）
副厂长，党支部书记。20世纪五六
十年代著名劳动模范。抗美援朝时
期，她将3个儿子送去参军。961年，
她节衣缩食为管城区农业社捐献一
台万能拖拉机。数十年间，她用微薄
的工资（当时月工资仅几十元）多次
向灾区、社会福利事业捐款近万元，
接济残疾人100多人次，现金3000多
元。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把纸袋
厂发展成为民政部福利明星企业。
粉碎“四人帮”后，年近七十的她每天
仍提前到厂，帮助盲、聋、哑职工解决
实际困难。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多次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接见。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126.李晓昱 女，1971年出生，
郑州市人,中共党员，法学硕士 ，现
任郑州中院民三庭副庭长。她从事
审判工作以来，以高度的事业心、责
任感和精湛的审判技巧、娴熟的法律
知识及敬业奉献的精神，圆满地完成
了各项工作任务。16年来，她审结
了河南省首例植物新品种案件、首例
音乐电视侵权案等各类案件 1000多
件。她在审判工作中努力追求法律
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积极运
用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案件调解
率始终保持在 50%以上。她刻苦钻
研，撰写的 20多篇论文、调查报告、
案例分析被《法律适用》《中国审判》
《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案例选》等
刊用。她和另外两位同志合著的《知
识产权司法解释实例释解》一书由人
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发行。她严于律
己、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无私奉献，
树立了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她先
后荣立个人一、二、三等功，被授予河
南省“三八”红旗手、河南省十杰女法
官、河南省优秀青年卫士、全国模范
法官、全国优秀女法官、全国巾帼建
功标兵等荣誉称号。

127.刘国华 （1914～1998），
女，河南南阳人，生前定居郑州市，是
社会福利工厂退休工人。1948年郑
州解放初期，刘国华担任郑州 13条
街巷的总代表，积极组织参加各种拥
军活动。从 1948年到 1998年，刘国
华拥军50年，到过北京武警总队、成
都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
区所属的800多个军营、哨所、医院，
给部队送去香烟 1000多条、酒 1300
多瓶，累计资金2.3万元，占其全部工

资的三分之二。经她探望、护理过的
伤残军人 2700多人次，为解放军战
士缝制鞋垫5.8万多双，被人称为“人
民子弟兵的妈妈”。1987年，她被评
为郑州市拥军先进个人，1990年荣
获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1991
年被评为郑州市爱国拥军模范，
1992年被评为全国拥军优属模范。
同年，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政府授
予刘国华爱国拥军模范光荣称号，
并号召全市人民向她学习。

128.刘卫红 女，1963年生，湖
北武穴人，研究员，现任郑州市蔬菜
研究所育种室主任。在蔬菜育种、栽
培等研究领域具有较深造诣，出版著
作4部，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20余篇。她主持承担 10余项省市、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在耐热白菜品种
选育、蔬菜生物技术育种、雄性不育
系选育研究等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
平，首次在国内开展白菜太空育种技
术研究。她主持选育白菜系列新品
种 10余个，在全国推广郑白系列良
种 950万亩，新增产值 21.9亿元。她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河南
省劳动模范、河南省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河南省“三八”红旗手、河南省

“555”人才工程人选等荣誉称号。

129.刘文学 男，1938年出生，
新郑市人，原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总编辑，现任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编著有《新郑县志》
（获全国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黄
帝故里文献录》（获郑州市社会科学
二等奖）、《可爱的新郑》（获河南省史
志优秀成果二等奖）、《华夏源》、《黄
帝传说故事》、《黄帝故里历代文献汇
典》（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二等奖）、《黄
帝故里通鉴》、《黄帝故里志》、《黄帝
赋》、《子产传》、《百姓寻根堂》等。
2000年以来向河南省、郑州市和新
郑市领导提出开发黄帝文化资源建
言 50多件，其中 2005年 7月向省委
领导建议由河南省举办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的建言被采纳。2008年，获
得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新郑市人
民政府联合颁发的“黄帝文化成就
奖”。2009年春，被评为郑州市黄帝
文化传承人。他是政协新郑县第
三、四、五届委员会常委和政协新郑
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委，郑州市第十
届人大代表；兼任河南省炎黄文化
研究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理事、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河南
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130.娄源永 男，1949年出生，
河南中牟人，现为中牟县城关镇大
潘庄村农民电影放映员。1975 年
任镇电影队放映员。1984 年开始
从事个体电影放映业，30 年来，他
的足迹遍及 14个乡镇，年均放映电
影 700多场，居全省同行业之首，活
动范围辐射周围 170 多个村庄，自
费为学校、驻地部队、敬老院、困难
户放映电影无数场，常年坚持为农
民观众义务放映农业科教影片。
在放映电影的过程中，他体察民
情，履行着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
1995年，他作为全国九亿农民唯一
代表参加“世界电影诞生 100 周年
暨中国电影 90 周年纪念活动”，受
到江泽民、李鹏等国家领导人接
见。1992年获全国农村科教电影汇
映月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993年获
全省农村电影放映收入第一名；
1997年，获省、市十佳电影放映员，
郑州市十大新闻人物；1998年被选
为河南省九届人大代表；1999年获
河南省民兵英模称号；2005年感动
中原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

A53感动中原感动中原
————6060年年··6060事事··6060人评选人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