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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010“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候选名单

20 洛阳市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搜救队
在洛阳，2005年3月28日诞生了一支爱心奉献的洛阳市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搜救队（原名洛阳

市水上义务搜救队），成为全国第一支水上义务搜救队。
洛阳市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搜救队的成立，得到了洛阳市委、市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洛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与其联动，在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递给搜救队，哪里发生险情，哪里就有
搜救队员的身影。近6年来，洛阳市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搜救队在洛阳市区、偃师、新安、宜阳、孟津
等地共出动253次，成功救助了45个鲜活的生命，打捞遇难者遗骸125具，配合公安人员打捞凶器2
次；帮助群众打捞沉船两艘，装载机一台，队员自掏腰包，先后投入10余万元购置了必要的搜救器材和
补充活动经费，为有效地进行水上搜救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他们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义举，得
到了全社会高度赞扬和极高评价，被誉为新时期传播爱心的“文明使者”，被百姓称为“当代英雄”。

09 陈小莉 女，28岁，河南电视台民生频道记者。

陈小莉2003年初到河南电视台民生频道工作，在从事新闻工作7年中，她
面对不同的采访对象都竭尽全力，积极帮助，用自己的辛勤和智慧得到了观众
的好评。今年3月29日，一名欲跳楼的轻生男子欲见陈小莉，向其诉说自己的
不幸。陈小莉与两名记者赶到事发地。面对一个精神狂躁、手持尖刀并喝了
酒的人，陈小莉毫无畏惧地把手伸向对方，说：“来，拉着姐姐的手。”经过40多
分钟的劝解，陈小莉成功将其救下。陈小莉说，她唯一害怕的就是救不了他。
陈小莉以自己的勇敢、机智和冷静挽救了一个生命，为记者树立了责任、爱心
和敢于担当的榜样。广大网友送给陈小莉“最勇敢女记者”的称号。

陈小莉先后于2005年、2006年、2009年荣获民生频道先进工作者称号，2006年荣获河南电视台先进工作
者称号，2010年分别荣获河南省广电局三八红旗手和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10年荣获河南省三八红旗手称号。

10 杨永平 男，41岁，东方今报社编委，社会新闻部主编。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河南省对口援建四川安县的重建工作，杨永平同
志带领采访小组连夜赶赴灾区，住帐篷，吃方便面，一周内写了大量优秀报道。

2006年7月，杨永平到信阳市新县大别山区采访，偶然遇到一个名叫汪颂
玲的10岁聋哑女童。汪颂玲身世很不幸，刚出生不久就被遗弃，是养父母收养
了她。不幸的是，养父当年春天过世，而养母多病。因为聋哑，汪颂玲无法上
学，天天在家抄课本。杨永平作出决定，把孩子带到郑州检查治疗。经悉心治
疗和系统培训，汪颂玲学会了拼音，并逐步学会说话、识字、绘画。2008年9月，

在杨永平的帮助下，汪颂玲走进学校，成为一名二年级学生。如今，孩子已经是四年级学生，学习成绩
良好。今年6月，汪颂玲的养母去世，杨永平送孩子回家参加葬礼，又把孩子带到郑州，继续学习。

11 李华芬 女，28岁，淅川县人，助学志愿者，2003年考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刚刚考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李华芬在网上看到支教大学生徐本禹的事迹
后,彻夜难眠。第二天,李华芬写了一份题为《他(她)的眼神》的倡议书，一个被称为

“爱心捐助”的活动,由此在校园展开。李华芬和她的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把捡瓶
子、拾废纸变卖的357.3元钱,全部寄给在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大石小学支教的徐
本禹,资助了该校两个贫困生重返校园。2005年1月18日,李华芬被确诊为白血
病。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医生终于把她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李华芬在罹患白
血病的情况下，仍坚持自己的爱心事业。她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很快,为李华芬治病的捐款达到7万多元。2005年9月6日,李华芬顺利地在河

南省中医院接受了首次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李华芬病愈出院后，不顾身体虚弱，毅然踏上了前往贵州的
支教之路。大石小学的孩子们听说李华芬的处境后,在募捐箱前排成了100多米的长龙,当天,全校师生共为
李华芬捐款1115.3元。李华芬的同学们纷纷解囊相助,为李华芬募集了6000多元。

中国互联网协会把李华芬列为“2005互联网公益日”的捐助对象。

12 李志平 女，50岁，国家心理咨询师、奥运火炬手，现担任郑州管城

区文明市民爱心热线主任。
20多年来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她用奉献谱写生命乐章，她在平凡中创造

着许多感动。2004年她创办了全国首家文明市民爱心热线，走进4万多个家
庭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困难家庭走出困境，为3000多名下岗职工找工作，走
进社区、学校、军营、少管所等地作巡回报告近百场，开展近百次大型爱心救
助活动，成为社会上300多名孤残孩子的爱心妈妈。她带领心理专家3次赶
赴抗震救灾前线，捐款几十万元，搭建了灾区第一个帐篷课堂。在她的爱心
感召下，已有近万名志愿者加入到她的爱心团队，奉献社会。

李志平走到哪里，就把爱播撒到哪里，曾入选“全国慈善爱心大使”、“全国杰出十佳母亲”、中国
优秀志愿者、河南省“双60”人物、“河南十大爱心人物”，荣获“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三八
红旗手”、“河南省巾帼拥军模范”、“河南省助残模范”、“郑州市文明市民标兵”等称号。

13 沈战东 男，生前系郑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特警四大队民警，三

级警司警衔，于2010年1月30日零时30分光荣牺牲，年仅28岁。
沈战东从警4年来，参加了四川汶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安保、新疆维稳

和各类突发事件上百起处置任务。在随郑州特警支队赴新疆维稳工作中，哪
个区域治安状况复杂，他就去哪里巡逻；哪里有危险，他就抢着往上冲。沈战
东在乌市一待就是将近4个月，当郑州特警支队领导无意中得知他因执行任
务而推迟婚期时，便督促他回家完婚。去年11月20日沈战东匆匆返郑结婚
后，又找到支队领导再次请战。换防归队后的沈战东担任班长，除了尽职尽

责完成自己的任务外，还替战友站岗执勤。1月29日，他结束巡逻勤务返回驻地后，又坚持坐岗值
班。1月30日零时许，沈战东突然昏倒，30分钟后，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医生的诊断证明显示：
劳累过度，猝死。当天是沈战东的生日，而刚步入28岁仅半个小时的他，便魂逝天山脚下 。

2010年2月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追授沈战东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14 邱新会 男，37岁，漯河市郾城区聋儿语训中心主任。邱新会身

患残疾，但他不畏艰难、自强不息。
1998年，他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漯河市郾城聋儿语训中心，先后教会

1000多名聋儿开口说话。其中,聋儿李晨燕表演的诗歌朗诵节目，被中央电
视台少儿频道采用播出；聋儿周博得绘画作品，多次到香港台湾展出；聋儿
杨川两次获得河南省体育舞蹈大赛冠军，2009年被中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破格录取。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之后，邱新会多次带领孩子们进行义
演义卖，并把演出和义卖收入全部捐献给地震灾区。为了回报社会，邱新会
把自己获得的2万元奖金全部制作成聋儿语训教学光盘，免费发放给那些

家庭困难的聋儿，使得4000多名困难聋儿因此受益；此外，邱新会还通过漯河团市委，长期资助着
漯河市的一名烈士子女。

邱新会先后被获得“漯河市自强模范”、“漯河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十一五’期间漯河市教育
系统十大新闻人物”、“漯河市十大杰出青年”、“感动漯河十大人物”、“河南省读书成才奖”、“河南
省十大优秀青年”、“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2010年10月，他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评为“世界英雄教师”。

15 赵仁伟 男，28岁，渑池县果园乡杜寺村农民。

赵仁伟200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郑州航空工业学院。但随着2003年夏天一
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原本健康的他成了一个只有头会动的高位截瘫患者。面对
失去行动自由的灾难，他并没有沉沦下去，而是在同学和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
用嘴咬住筷子在键盘上练习打字、写作，在键盘上继续“弹奏”自己的人生华章。
几年间，他先后在《知音》、《郑州晚报》等上百家报刊，发表纪实、散文随笔、时事
评论、小说等文章400多篇，100余万字。与此同时，他还通过网络，帮助家乡群
众联系全国客商，到村里收购辣椒，帮助村民及时把当地特产——辣椒卖出。躺
在病榻上的赵仁伟从而也成为四里八乡闻名的“大能人”。

赵仁伟近年来先后被评为“渑池县十大道德模范人物”、“十位感动三门峡人物候选人”、“渑
池县优秀共青团员”、“三门峡市优秀共青团员”、“河南省优秀共青团员”和“中国文明网身边好
人——敬业奉献人物”。近日，赵仁伟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16 施丹丽 女，16岁，河南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在河南省运会

田径赛场上赤脚夺得万米冠军。
今年9月25日上午9时35分，省运会田径赛场女子少年乙组10000米决赛开

赛。当比赛进行到第6圈时，意外发生了，代表洛阳参赛的河南省田径运动管理中
心运动员施丹丽右脚的跑鞋被身后一名选手踩掉。她并没有因此停下来，而是继
续向前奔跑。此时，距赛程的终点还有7000多米。又跑过两圈之后，施丹丽干脆
甩掉了另外一只跑鞋，赤着双脚冲到了队伍的最前列。施丹丽以超人的毅力完成
了比赛，并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当裁判员把施丹丽的脚托起来时，大家才看清楚，
她的两脚都是血泡，仅左脚就有6个，脚后跟最大的一个血泡如红枣般大小，脚趾
上已经破了的血泡，正在流着血水。当她一瘸一拐地走上最高领奖台时，全场观众起立为她鼓掌。

“在如今这个孩子像掌上明珠般被家长宠爱的年代里，还有多少孩子有施丹丽这样的品质呢？”
祖国未来的花朵身上需要这种精神，中原崛起需要这种精神。网友们在网上留下这样的评价。

17 郭天财 男，57岁，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物学国家

一级重点学科小麦栽培第一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河南省优秀
专家，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小麦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
兼任农业部小麦专家组副组长、河南省小麦专家组组长等职。

郭天财在系统研究河南小麦生产不同发展阶段主推品种生长发育规律、形
态生理指标及肥水等调控效应基础上，集成出小麦高产栽培技术体系，“九五”首
创万亩平均单产超600公斤，指导温县、博爱成为我国首批小麦千斤县；“十五”
首创50亩平均亩产超650公斤纪录；“十一五”创百亩连片亩产750.9公斤和万亩
连片亩产690.1公斤高产纪录，首创小麦/夏玉米万亩连片亩产超吨半粮（亩产
1548.6公斤），引领了小麦高产方向，为河南小麦总产连续7年创历史新高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与示范
样板。他还在系统分析光温水土等生态因子及肥水措施与品质关系基础上，探明了河南不同类型小麦
品种重要品质性状形成机理与变化规律，并在小麦根穗发育与高产优质栽培研究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

郭天财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河南省科技进步一、二等奖7项，出版学术著作15部，发
表论文122篇。

18 袁成友 男，45岁，深圳巴士集团第三分公司石岩车队队长助理。

从河南到深圳，坚持学雷锋、做好事，是袁成友十几年不曾改变的矢志追
求。1994年5月11日23时许，当时还在商丘县交警大队当民警的袁成友在执行
巡逻任务，在北环城路西段，他看见七八个人在一辆车上偷东西，就驾车冲向前
去制止。盗匪用砖头、棍棒对袁成友围攻。鲜血染红了袁成友的衣服，忍着疼
痛，他只身与歹徒搏斗，寡不敌众，倒在地上。第二天，袁成友走上岗台坚持工
作。1996年，袁成友到了深圳，成为一名巴士司机。截至目前，他曾连续5年被深
圳市公安交通警察局评为优秀驾驶员，解救遇难群众百余人，送回迷失儿童7人，
捐款和资助贫困学生2万多元，拾金不昧等折款20余万元，获赠锦旗30多面，收到感谢信数百封，制止
流氓滋事多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60多人。

在深圳市首届“发现身边的雷锋”——深圳市学雷锋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活动中，袁成友被评
为“深圳市学雷锋先进个人”；2007年被评为“感动商丘”十大新闻人物；2008年被评为河南省优秀
外出劳务工，2010年5月21日被评为“深圳——河南十大杰出青年”。

19 河南煤化集团焦煤赵固矿区抗洪抢险集体
2010年8月的暴雨，给辉县带来了50年一遇的灾难。8月18日县防汛指挥部做出决定——

石门水库泄洪放水。石门河、黄水河以每秒700立方米、300立方米的流量，直泻平原。即将收获
的万亩庄稼、七八个村庄一万多农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

8月18日23时40分，赵固一矿接到辉县市防汛指挥部紧急电话。10名保卫人员立即驻勤堤
防，昼夜观测水位。40名保卫人员带着大轿车到东北流、西北流村劝说村民紧急撤离。洪峰到来
前，2200多名村民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赵固一矿260多名员工经过10小时奋战，将石门河堤
坝重新加固。巡逻队5分钟报告一次水位变化。

8月19日凌晨1时20分，赵固二矿附近的武庄村北面的黄水河大堤出现6处决口，矿综掘三
队17名抢险队员用菜刀把编织袋割成条状，扎在腰上，水中组成人墙。决口在5时40分堵住。

19日2时08分，赵固二矿外西南泄洪围渠被冲开缺口，小罗召村1000多名村民危在旦夕。矿综掘一队52
名抢险队员紧急驰援。3时55分，两道1米多宽、2米多高、10余米长，2000多袋沙石包筑成的堤坝合拢，险情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