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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真正使得沼气技术点亮新农村万家灯火的农技专家。28
年如一日，尚建通扎根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潜心研究推广“保温型曲流
布料工艺沼气技术”，解决了北方冬季低温抑制沼气发酵不产气的难
题。他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 3项，创造了适宜于不同地区的

“猪、沼、果（烟、菜）”3种生态农业循环模式，示范农户3.5万余户，建设
大中型沼气池12座，推广示范面积180万亩次，年社会经济效益7200万
元，户均节增收1000余元。他编著的《农村沼气实用技术》科教丛书再
版5次。2009年，在他的带领下，50个乡村沼气技术服务站建成，培训
群众10万余人次，实现了农户自建沼气池100%投用。曾荣获“河南省
温饱工程先进工作者”、“河南省农技推广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尚建通19

1998年，林东风放弃“金饭碗”回村，带领村民实施城中村改造,把
近 3平方公里的干河陈村打造成了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文明社区。
村集体控股和全体村民参股的开源集团发展成为拥有 7家子公司的
集团公司，累计销售额达 14.07亿元，实现收益 14749万元，缴纳税金
4860万元。在他的带领下，村里十分关注民生，为 50岁以上的村民每
月发放 660元的退养金，为本村每位 49岁以下村民分配 28000元股
份，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少有所教、病有所医，村民生活
保障覆盖面达 100%。他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优秀党务
工作者”。今年 11月 25日，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受到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林东风20

他是河南省小麦抗病虫育种首席专家，潜心农业科研与技术推
广，先后培育并推广了百农 62、百农 64、百农 160、百农矮抗 58等小麦
品种，累计种植上亿亩，增产效益达 50多亿元。其中，百农矮抗 58在
产粮大省推广速度、种植面积、增产效益均居第一位，被人们誉为“黄
淮第一麦”。茹振钢教授走遍黄淮大地，近几年在省内外建立万亩高
产示范基地 19个，千亩高产样板田 68个，百亩高产攻关田 6个，原种
繁育基地 108个，带动了河南省及黄淮麦区的小麦生产，为我国粮食
核心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河南省
劳动模范”、“河南省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

茹振钢 男 51岁 河南科技学院作物育种学教授

他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小麦栽培方向学术带头人，国家小麦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兼任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
长，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河南省小麦专家组组长。他
曾获得国家和河南科技进步奖 13项。在 2009年大旱之年，郭天财积
极破解大旱之年夺丰收的难题，带领他的课题组勇于实践，再次刷新
高产纪录，100亩高产攻关田小麦平均亩产 751公斤，玉米平均亩产
1018公斤，百亩连片一年两熟平均亩产达 1770.5公斤；万亩核心区小
麦亩产 690.6公斤，玉米平均亩产 858公斤，一年两熟平均亩产 1548公
斤，创下大灾之年大面积亩产超吨半粮的高产纪录，为河南小麦连年
丰收，特别是在大旱之年再创历史新高作出了突出贡献。

男 56岁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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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誉为“河南波尔山羊之父”,曾主持农业部 948项目《优质肉用
羊及胚胎移植技术应用》，获农业部丰收计划一等奖。徐泽君主持的

“小尾寒羊肥羔羊生产配套技术应用”，获农业部“丰收计划”三等奖。
他不忘回馈社会，积极将成果应用于“三农”工作，组织科技下乡培训
班 200多场，受益养殖户 100多万家，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畜牧新技术普
及，减少畜禽死亡 55万头，挽回经济损失 5亿多元。目前，身为我省最
大的乳业集团的负责人之一，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带领集团与5万多户
奶牛养殖户、种草户签订合同，合同内奶牛 10万多头。10年来促进农
民增收 60多亿元，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安置产业劳动力 15万余
人，为河南省的畜牧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徐泽君 男 43岁 河南省花花牛集团副总经理22

他热爱农村、关心农业，时刻关注着农民粮食的增收问题。作为
小麦育种主持人，殷贵鸿对国内外本专业的研究现状、动向有较深了
解。他十年如一日，一直致力于小麦的研究工作。他培育出小麦新品
种 16个，获得科技成果奖 15项，特别是在今年的夏粮生产中，育成的
周麦号系列小麦新品种在全省推广种植 1600万亩，占全省麦播面积
的 20%，新增小麦 14亿斤，新增经济效益 11亿元，为今年我省夏粮丰
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所负责的国家、省级 12组小麦区域试验周口
试点，连年被国家评为先进区试点，2009年被评为“河南省先进工作
者”“河南省粮食生产先进个人”。

殷贵鸿 男 35岁 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室主任23

22岁那年，她从上海回到家乡开始创业，从工艺伞起步，先后创
建了土特产超市、生态餐厅、现代农业观光展示厅。她投资的西夏庄
园，已形成一个集科技示范、林果种植、苗木繁育、特色养殖、度假休
闲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年经济产值达 2000多万元。
该园区每年培育核桃品种 35万株以上，吸纳下岗失业和农村富余劳
动力 2000多人，已成为修武县共青团服务青年创业工程培训基地、青
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她发布就业信息、开展技能培训，帮助青年提
高创业就业本领，先后荣获“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全国
妇女‘双学双比’女能手”等荣誉称号。

崔小花 女 31岁 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5

他把“时时接受新观念、勇于战胜自我、敢于超越竞争对手”作为自
己的座右铭。18年来，曹家富不断开拓拼搏，在豫南老区打造出了一个
国家大型禽类食品加工企业华英禽业集团。经过不断的努力与创新，
华英先后完成了由中国鸭王到亚洲鸭王、世界鸭王的跨越，成为发展地
方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现代化龙头企业，华英产品被国家指定为绿色
食品，并一举打破了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他在带领华英突
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为解决当地农村劳动力过剩和下岗工人再就业
作出了巨大贡献。多年来，华英集团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5万多人，并
以潢川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县区3万农户、近20余万人通过养鸭脱贫
致富，实现综合社会效益50亿元以上。他曾被评为“全国农业科技先进
工作者”，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曹家富 男 57岁 河南华英禽业集团董事长26

他主持国家“863”项目、“国家农业科技跨越计划”等 12项课题，
申请国家发明技术专利 13项。使科研项目成果及时走进企业和农
家，成功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使企业新增产值 16.68亿元，
新增利润 8098万元，6447家农户增收 1.71亿元。他培育出的“固始
土鸡”和“卢氏绿壳蛋”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他获得新中国成立 60年
来国内家禽学科唯一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入选“新中国 60年
畜牧兽医科技贡献奖（杰出人物）”，被授予“河南省劳动模范”、“河
南省优秀专家”等荣誉称号。

康相涛 男 47岁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国家农业行业科技
支撑体系岗位科学家，河南省家禽种质资源创新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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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靠 4个养鸡大棚起家发展成为销售额 2.57亿元的养殖联合企
业。贫苦家庭出身的靳福叶有着坚韧善良的品德，刚刚富裕的时
候，她就选择 3家贫困农户作为帮扶对象，使得他们很快走上了致富
路。面对乡亲们的请求，她决定成立联合社，并由此走上了“企业+
协会+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之路，带动周边县乡 520户，转移农村富
余劳力 1000多人。帮助农户协调贷款，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户均年
增收 3万元。目前，企业已经发展到周口市，带动 100多农户实现 70
万只鸡的养殖规模。靳福叶成为跨地区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先后被
授予“河南省巾帼科技致富带头人”、“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河南
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靳福叶 女 44岁 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富贵养鸡合作社社长30

他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白元宝”局长。他用短短的 5年时间，
把“珍稀食用菌产业化”项目做成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富民大产业”。
食用菌种植现已遍布全县,其中白灵菇种植规模和产品品质均居全国
前列，清丰县被中国食用菌协会授予“中国白灵菇之乡”称号。他说：

“我始终认一个理儿，科技局就应该用科技造福百姓，尽其所能让农民
走上科技致富之路。”在他的带领下，培养出农村星火科技带头人
3200名，建成科技示范园 35个，民营企业 27家，2009年仅白灵菇产值
就超 10亿元。他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被授予“全国科技管
理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程朝甫 男 51岁 濮阳清丰县科技局局长28

他是农用车行业的“一匹骏马”。上世纪80年代，楚金甫就致力于
长葛市输配电工业的发展，1992年创建森源公司后，实现了快速发展，
年产销额平均增幅不低于 30%。2002年，他领导森源电气对河南奔马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盘活资产2亿元，解决了3000多人的就
业问题，为许昌地区和长葛市的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2006年、2007年，河南奔马连续两年入选全国中型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十强”，集团公司实现产销额30亿元，利税总额5亿多元。他先后荣
获“河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南省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河南省
劳动模范”、“河南省希望工程十大社会公益典范”等荣誉称号。

楚金甫 男 50岁 河南奔马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9

浓情中原—2009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