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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郑春光与其他青年
一样应征入伍，2012年光荣退伍，返
乡之后，帮父母在乡里做果品生意。
2014年1月30日，除夕夜，淮阳县郑集
乡十字大街商场的商户们各自关上了

卷闸门，与家人团聚，都沉侵在春节的
喜庆快乐之中。晚上7点30分许，郑
春光在商场对面正帮父母收拾水果
摊，见商场的一间门面突然冒起缕缕
黑烟，他急忙连喊了几声这家商户的
名字，见无人回应，就义无反顾地奋力
撬开这家的卷闸门进去救火，经过人
们奋力扑救，次日凌晨2时许，大火终
于得到控制。然而，郑春光却献出了
23岁的宝贵生命。

郑春光牺牲后，全国各大新闻
媒体对他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他先
后被授予“河南省见义勇为模范”

“见义勇为青年英雄”“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模范民兵干部”等荣
誉称号。（请继续阅读AA05版）

张银良对广大残疾人有深厚的
感情，他团结和带领残联一班人，先
后开展了残疾人就业培训、辅助器具
供应，为全市53万残疾人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免费实施白内障患者复明

手术3.5万例，成功创建全国白内障
无障碍市；在乡村建立了康复室170
个，规范化康复站2329个，为近10万
名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了服务；
创建了13 个创业就业基地，为3万
多残疾人免费职业培训，实现就业创
业6万人；为541名困难残疾人学生
及残疾人子女提供就学资助；建立省
级残疾人扶贫基地2个、市级3个、县
级14个，累计帮扶残疾人16万人次。

张银良先后荣获“河南省先进
工作者”“河南省残联系统先进工作
者”“ 河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
号；连续2年被驻马店市政府记个人
二等功；今年5月，被授予“全国残联
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4号 张银良，男，52岁
驻马店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张伟视教育如生命，所教过的语
文、英语、历史、地理等多门功课，学生
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2004年8月，
他被任命为郸城县秋渠一中校长。当
时的秋渠一中，教育质量已连续3年

在全县位居后3名，校园道路坑洼不
平，校舍简陋，生源流失严重，全校只
有300多名学生。他利用课余时间搬
来砖瓦，铺路面建花园，改变校舍简
陋、教学设施不齐全的状况。 2011
年到2013年，秋渠一中连续3年中招
人均分数居全县第一。他本人先后被
授予“郸城县十佳校长”“周口市优秀
校长”“河南省优秀教师”等称号。
2014年3月17日晚，张伟巡查过晚自
习后，在办公室突发脑干出血，经全力
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42岁。

河南省委、周口市委、郸城县委
分别追授张伟同志为“优秀共产党
员”。今年9月份，被评为“全国十佳
最美乡村教师”。

13号 张 伟 ，男
生前系郸城县秋渠乡第一初级中学校长

12号 宋兆普，男，50岁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院长

5年来，宋兆普以仁心仁术、竭尽
全力挽救被家庭遗弃的脑瘫孩子，自
己垫资3000多万元，救治被福利机构
收养的1680名脑瘫弃婴，使400多名
患儿趋于正常，830名社会贫困脑瘫

儿童得到有效康复。他主持完成的中
药联合理疗加功能训练治疗脑瘫患儿
的科研成果，通过省科技成果鉴定，在
中药治疗儿童脑瘫研究领域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开创了一条世界范围内以
中医药为主治疗儿童脑瘫的新路径，
对脑瘫患儿及家庭和全社会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为弘扬祖国医学作出了重
大贡献。

宋兆普带领全家和团队以愚公
精神、仁心大爱救治脑瘫弃婴的善
举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先后被授
予“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十大
慈善爱心人物”“全国基层优秀名中
医”等荣誉称号；今年5月被授予“全
国助残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上接AA03)

从警24年来，李华敏一直坚守
在自己热爱的法医岗位上，2004 年
以来，她出勘案件现场3200余次，物
证检验600余例，活体检验12000余
例，参与尸体检验900余例，其中通
过刑事技术手段侦破有重大影响的
案件220余起，侦破命案80余起。

24 年的法医工作，李华敏经历
了许多酸甜苦辣，也付出了真情和
挚爱。每当克服重重困难，为破案
找出证据和线索，将凶手绳之以法，
群众向她投来赞许和钦佩目光的时
候，她就会感到自己已深深地爱上
了法医这个职业。虽然道路艰辛，
但她无怨无悔，屡创佳绩，曾荣获

“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优秀人

民警察”“河南省十大杰出女民警”
“南阳市十大巾帼卫士”等荣誉称
号，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2014年10
月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机关爱
民模范”荣誉称号。

11号 李华敏，女，45岁，
邓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十几年前，花书增从镇广播站退
休后，通过向朋友借钱、贷款在村里办
了一家面粉厂。凭借着本分、实在、诚
信的口碑，十里八村的村民将自家多
余的粮食存到他的面粉厂。1996年
他将厂里的60多吨面粉都交由对方
代销。结果面粉拉走了，几十万元的
货款却一直没付。为了践行还债承
诺，花书增重新干上老本行，跟着别人
承包广播站，年近古稀的他风里来雨
里去，爬电线杆、装线、架杆。2012年，
在一次作业中，花书增不慎从有线电
视杆上摔下来，将胳膊摔断不能再继
续挣钱还债。花书增就用儿子打工挣
来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金，一点点还
给乡亲们。2013年，花书增家分到10

多万元征迁补偿款全部用于还债。花
书增如释重负地说：“现在只剩下四五
万，明年一年就可以还上了！”

花书增的事迹被新闻媒体报道后，
广大网友纷纷竖起大拇指，为其“点赞”。

10号 花书增，男，71岁
新郑市薛店镇人

江雨佳从进入大学校园第一天
起, 就牢记 10 个字：“好事无大小、
做 了 就 是 美 ”的 做 人 做 事 准 则 。
2013 年，江雨佳作为大学生消防志
愿者自费 700 元发起了“鞭炮换礼
品”活动，得到120多位居民响应 。
国庆长假期间，江雨佳走进中国工
农红军第十三军二师根据地——温
岭坞根镇，开展了“爹娘的微笑”公
益活动，用镜头记录百位老人的笑
容；2014 年春节江雨佳放弃与家人
的团聚，先后陪伴 7 位孤寡老人过
年，当起了“爱心女儿”成为老人的
贴心小棉袄。3月5日，南阳师范学
院组建了以江雨佳的名字命名的

“雨佳爱心服务队”，从最初12人发

展成为200多人，用行动传递青年正
能量。

江雨佳曾被授予“河南省文明
学生”、“河南省优秀大学生”、“浙江
好人榜”等荣誉称号。

08号 闫胜义，男，47岁
兰考县人民法院东坝头乡庭长

1987 年到兰考县人民法院工
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
判员、副庭长、庭长。闫胜义心系百
姓、扎根基层，连续3次放弃调回机
关工作和升职的机会，在乡镇法庭
一干就是27年。他坚持巡回审判，
深入群众，经常把法庭开到田间地
头，依靠群众智慧化解基层纠纷；先
后在4个法庭工作过，承办了大量的
疑难案件。27年来，闫胜义先后审
结各类案件2600余件，无一发回重
审、无一改判、无一错案，其先进事
迹曾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10余家
中央媒体，河南日报等省级主流媒
体进行了集中报道。

闫胜义先后荣立一等功、三等

功各一次，被中组部、中宣部确定为
“最美基层干部”。曾被授予“全国
优秀法官”、“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好干部”、“河南省优秀法官”等荣誉
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