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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20名候选人事迹简介

2008帝豪“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选票

编号 姓名 投票 编号 姓名 投票
01 武文斌 11 于顺德
02 李 隆 12 范海涛
03 李高峰 13 张 雷
04 夏红月 14 付殿晓
05 安 宁 15 马文芳
06 李顺卿 16 邵均克
07 张粉仙 17 程相文
08 陈建星 18 柴书朝
09 许 庆 19 陇海大院的人们(集体)
10 张菊新 20 “神七”宇航员头盔面窗

科研团队（集体）

注：请在您支持的候选人后面打“√”，限选１０人以内，超过作废。
投票请寄：郑州：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514室感动中原组委会收
邮编：450008
短信投票：移动用户编辑数字“5”加候选人编码发送到106699008，联通用户编辑数字

“5”加候选人编码发送到106288008（信息费1元/条，不含通信费）
网络投票：请登录大河网（www.dahe.cn）、商都网（www.shangdu.com）和中原网（www.

zynews.com）主页。
截止日期：2008年12月25日

1. 武文斌 男，26
岁，济南军区铁军某师
炮指连士官学员，邓州
市 张 村 镇 程 营 村 人 。
2002 年 12 月入伍，5·12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武文斌所在部队接到紧
急赶赴灾区抗震救灾的
命令，被连队安排留后

的武文斌主动请战。部队到达灾区后，他和
战友们始终奋战在第一线。转移群众，他和
战友们翻越3座大山，走遍了都江堰市玉堂镇
的12个村7816户人家，把食品和饮用水及时
送到受灾群众手中；搜救失事直升机，他不
畏山高路险，一直在最前面探路，3 次滚下
山，幸被树木拦住；灾后安置重建，他一个
人干几个人的活，身上多处被划伤。转移群众
3638人，帮助群众搭建 1000余顶(间)帐篷和简
易房，组装了1818张木床，卸载了54车救灾物
资。6月 17日傍晚，在受灾群众安置点劳累了
一天的武文斌和连队 70多名战友一起，冒雨
再次执行8车活动房板材的卸载任务，终因过
度劳累诱发肺血管畸形破裂，牺牲在抗震救
灾一线。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命令，授予武
文斌同志“抗震救灾英雄战士”荣誉称号。
某集团军党委给该同志追记一等功，并追认
为中共正式党员和革命烈士。

2. 李隆 男，31 岁，
开封人，河南省公安消防
总队郑州支队特勤大队
副队长。入伍以来，李隆
同志始终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战斗
中率先垂范，英勇顽强，
先后参加灭火救援战斗
3170多次，抢救遇险群众

760 余人，为保卫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
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2006年 7月，被河南省
人民政府授予“抢险救援尖兵”，被共青团河南
省委授予“新长征突击手”，荣获“河南省五四青
年奖章”；被公安部消防局授予全国公安消防
总队“灭火救援尖兵”，被评为河南省第四届

“杰出青年卫士”。在今年赴四川汶川抗震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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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救援奇迹，赢得了
各级领导和灾区人民的高度赞誉。2008 年 7
月，李隆被公安部授予“抗震救灾尖兵”荣誉称
号，并荣膺 2008年度“中国骄傲”；被共青团中
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并在全
国抗震救灾工作表彰大会上，被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荣誉称号。

3. 李高峰 男，40
岁，周口扶沟县人，在京
优秀务工创业青年。自
2001年去北京务工后，一
直坚持做好事，并带头成
立了河南在京务工人员

“志愿环保服务队”，定期
在街头和社区开展志愿
环保活动。2008 年李高

峰带领志愿者团队积极投入奥运志愿活动，在
此期间，在他的带领下，共有120多名河南志愿
者参与志愿服务，他们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各级
领导的支持和表扬。他的感人事迹受到中央
文明办、首都文明办等有关单位的关注和好
评，先后被省内和首都多家媒体报道，李高峰
同志个人也多次获得社区、朝阳区和北京市颁
发的多种荣誉，2007 年先后被评为“八里庄地
区十大公德人物”、“感动朝阳”十大新闻人物、

“大学生心目中十大新闻人物”、“文明之星”、
“北京好人李高峰”；2008年 5月，被评为“首都
劳动模范”，获得首都劳动奖章，同时被北京奥
组委评为优秀志愿者。李高峰作为一个远离
故土在外务工的普通农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展现了河南人坚持不懈、勤劳能干、热心付出
的传统美德，不仅使自己得到了肯定和表扬，
也为在京务工的河南人赢得了更多赞扬和尊
重，为家乡争了光，为河南添了彩。

4. 夏红月 女，46
岁，开封夏红月豆腐店经
理。1993年，夏红月从开
封市化纤染织总厂下岗，
不甘向命运低头的她在
自己家属院的门口开了
个副食小店，可小店才开
了两年，就在城市改造中
被拆掉了。她就又在一

所小学办了个午餐班，离家远的学生中午放了
学就到她那里吃饭写作业，然而，一件意外的
事使这个午餐班没开多久就又散了。后来，夏
红月搞过家政服务，租过柜台做服装生意，但
屡屡受挫，然而她毫不气馁，继续与命运抗争，
最后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努力，创办了
夏红月豆腐店。从2005年开始，她选择加工经
营彩色豆腐的创业项目，目前，她开办的彩色豆
腐微型连锁企业，吸纳的下岗工人已遍布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有500多个连锁分店、1200
名员工。她的企业不仅荣获了由国家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颁发的河南省唯一一个全国微型创业
奖，而且她还于2007年作为全国下岗工人创业
的唯一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创业培训经验交
流暨“创业和改善你的企业”中国项目总结大
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光明日报以及河南
电视台、大河报、汴梁晚报等全国 20多家主流
媒体曾报道夏红月和她的微型企业。百度也主
动与夏红月签约，推广她的企业和品牌。

5. 安宁 男，35 岁，
上蔡县蔡都镇人。2001
年，他自费创办了上蔡县
同仁希望学校，专门收养
孤儿和接收留守儿童，始
终坚持“奉献社会、传播
爱心”的办学宗旨，先后收
养了 20 多名与自己没有
任何血缘关系的孤儿，每
年接纳父母常年外出务

工、缺乏良好教育的留守儿童200多名。他用爱
心为孤儿和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写下了一曲朴实无华的生命赞歌。安宁
把收养的这些孤儿视为亲生，不仅在生活上时时
处处给孤儿以父爱的温暖，而且更注重对这些
孩子加强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注
重塑造完美心灵，培养高尚情操，使他们得以
健康成长。在收养孤儿的同时，安宁把学校
办成了留守儿童的温馨家园，为解决留守儿
童教育难问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安宁的义
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受到党和
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曾
被授予河南省“爱心传播使者”、河南省首届
关爱新农村“十佳慈善人物”、河南省“师德
先进个人”，驻马店市“2006感动天中十大人
物”、首届驻马店青年五四奖章标兵等称号。
被媒体誉为“当代青年的爱心楷模”。

6. 李顺卿 男，59岁，
洛阳强辉土石方有限公司
董事长。在今年四川汶川

“5·12”特大地震发生后，
正在贵州带人施工的他，
不顾停工可能给他带来的
巨大经济损失，毅然决定
迅速赶赴四川灾区救灾。
5 月 14 日凌晨，他带领 24

名农民工兄弟，带上自己价值 400多万元的挖
掘机、装载机、推土机等大型设备和 50万元现
金，从贵州工地出发，经过 18 个小时、1000
多公里强行军，星夜赶赴灾区参与救援，共
救出11名幸存者，抢修道路20多公里，被灾
区群众称为“不要命的河南汉子”，被网民称
为“最牛的救援队”。他的壮举随着那张《24
颗手牵手的心》的照片传遍了世界，他所带
领的救灾团队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联合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群体”荣誉称
号。李顺卿作为一名普通农民企业家，不图
扬名，不图回报，不计个人利益的得失，在
祖国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行动展
示了一个大写的河南人的形象。

7. 张粉仙 女，64岁，
巩义市小关镇山怀村人。
她 40 多年如一日，悉心照
顾公婆和三个智障小叔，
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公婆
在世时，一有病她就一勺
一勺的给他们喂汤、喂水、
洗脸、梳头，像照顾亲生父
母一样的照护公婆一直到

老人去世。三个小叔从小就患有癫痫病，几十
年来，她像照顾亲兄弟一样地照顾他们，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地给他们洗脸、洗头、理发、刮
胡子、端吃端喝照顾一切。几十年来，张粉仙
从没有出过远门，即使回娘家或到镇上赶集，
也总是早上去中午前回，从来没有在哪儿隔过
夜。1980 年后，张粉仙家承包 8 亩地，为了种
好地，她养了两头牛，还养猪积肥，用自己的肩
膀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任。为了减轻家庭负
担，她去离家最近的采石场给人家干活装车，
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她患上了腰疼病，但她一
直强撑着全家的一片天。她的事迹先后被河
南电视台、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巩义电视台等
媒体报道，引起了较大的反响，2008 年她本人
被评选为巩义市“十佳文明市民”。

8. 陈建星 男，32岁，
滑县老庙乡南塔邱村人，
现在武汉中北造船厂建筑
工地做油漆工。2008年10
月 29 日，陈建星外出买东
西途中，遇到三名男子正围
着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子
殴打。陈建星奋不顾身，只
身上前制止。结果，为救被

歹徒抢劫殴打的大学生，身中数刀，但他却死死
拽着一名歹徒不松手，并大声呼喊：“救命！抢
劫了！”最终使大学生获救，歹徒被闻讯赶来的
警察抓获，陈建星却因伤势过重，当场昏迷过
去，经过连续三天的紧急治疗才脱离了危险。
陈建星浴血救人的英雄事迹经《湖北日报》、《长
江日报》、湖北电视台以及国内各大知名网站报
道后，引起湖北、河南乃至全国社会各界的关
注，两天时间，《农民工与3名持刀劫匪搏斗救下
被劫大学生》一文迅即被全国50多家新闻媒体
转载。陈建星本人被授予“河南青年五四奖章”
和“五一劳动奖章”，同时被共青团武汉市委授
予“杰出外来务工青年”荣誉称号。

9. 许庆 男，16岁，平
顶山市人，现为国家残疾
人游泳队队员。 1998 年，
一次车祸让只有六岁的许
庆失去双臂，无臂的许庆
走过了不同寻常的道路，
吃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
1999 年 7 月，他开始训练
游泳，从此致力于残疾人

体育事业。他在教练的系统指导和帮助下，刻
苦训练，每天把大量的时间都泡在游泳池里，
成绩突飞猛进。他身残志坚，顽强拼搏，多次
在国内外赛事中勇创佳绩。为了参加 2008 年
残奥会，实现自己的奥运金牌梦想，他不分昼
夜地刻苦训练，终于在 2008 年北京残奥会上
取得了成功，让五星红旗在自己的面前冉冉
升起，共获得了 3 枚金牌和 1 枚铜牌，4 次打破
世界纪录。2008年 9月，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五四青年奖
章”。随后又荣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和

“河南省五四青年奖章”。
10. 张菊新 女 ，53

岁，河南省人民医院妇儿
临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
师、硕士生导师。她从医
30年，诊治10多万名患者，
做了1万多台手术，从未发
生医疗纠纷。因常年过度
劳累，她患了冠心病，几次
晕倒在工作岗位上，每次都
是拔掉输液器就直奔病人

床前。在她眼里，患者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她
的手机24小时为患者开通，总是在患者最需要
的时候来到患者面前；她曾自费打车到200公里
外的基层医院抢救素不相识的患者；时常自掏腰
包为贫困患者治病；尽管她治愈过无数个患者，
但从不接受别人对她的感谢，为拒收红包，她的
手被掐紫过，扣子被拽掉过，真退不掉的就悄悄
交到患者的住院费里。作为河南妇产科专业带
头人，她主持建立了河南省产科急危重症救治网
络中心、河南省第一个孕产妇学校；她带领科室
同志引入了腔镜诊疗、妇科肿瘤介入治疗及生物
治疗等20多项新技术；宫外孕胎儿存活的几率
为百万分之一，世界上仅有10例成功分娩，其中
两例是由她亲自实施的。她曾荣获“中国医师
奖”、全国医德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等殊荣。她
所带的团队也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11. 于顺德 男，44
岁，永煤集团永贵能源开
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4年为响应国家西部大
开发的号召，他肩负着集
团公司“打造第二个永煤
集团”的重托，带人不远千
里从中原大地到云贵高原
的大山深处开始创业。面

对恶劣的治安环境和艰苦工作条件，于顺德迎
难而上，用 4 年的时间，获得了 50 亿吨优质煤
炭资源，超过了集团公司本部资源的总和，市
值60多亿元，实现了贵州本地国有煤炭企业十
年才能实现的目标，被贵州省委、省政府誉为

“永贵发展模式”。于顺德把驻地当故乡，主动
承担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常年坚持为当地困
难群众和灾区捐款捐物，排忧解难，成为全省
和谐矿区的典范。在他的带领下，员工按照一
帮一的形式，捐款50多万，资助当地80多名失
学儿童重返校园，已有12名圆了大学梦。于顺
德带领河南矿工用自己的执著和诚意，用自己
的真心和汗水，在云贵高原上展现了新型河南
矿工的光辉形象，塑造了河南人诚信、务实、创
新的良好形象。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河南
企业在贵州打造了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也为
河南人赢得了掌声、鲜花和尊重。

12. 范海涛 男，44
岁，河南孟电集团总经
理。他担任总经理以来，
团结带领孟电集团员工奋
发进取，连上 8个大项目，
使孟电集团滚动发展成为
由热力公司、水泥公司、房
地产公司等 5家公司组成
的 企 业 集 团 。 2007 年 ，

上缴税金达 1.17 亿元，连续三年销售收入、
实现利润、上缴税金增幅居新乡市第一位。
投资1.7亿元，在全省第一家建成了两台7500
千瓦纯低温余热发电机组和循环水处理系
统，每年减少有害气体排放 12.6 万吨。为了
配合国家对小火电的整治，他主动组织人员
对8台总装机容量为17.5万千瓦的小火电机组
实施了爆破拆除，并为此承担了 10.3 亿元的
经济损失，为民营企业带了个好头。他热心
公益事业，孟电集团先后投资 4000 余万元支
持公益事业。投资 80多万元建立新乡市村级
后备干部培训基地，为 3000 多个村每村培养
1～2名后备干部；每年投入帮扶资金 26万元，
对辉县市100多名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和特困
党员家庭进行帮扶；投入180多万元，帮助5个
贫困村脱贫致富；设立专项教育基金，为贫困
学生提供救助等。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范海
涛同志主动缴纳10万元“特殊党费”支援灾区。
范海涛同志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50多项荣誉称号。
13. 张雷 男 ， 20

岁，河南省司法警官学院
学 生 ， 信 阳 市 潢 川 人 。
2006 年 12 月 29 日凌晨 1
时许，张雷乘坐的卧铺大
客车突然翻倒在公路边，
车的前半部悬于水塘之
上，车上 19 位乘客几乎都
被撞得头破血流，昏迷不

醒，车头悬空的大客车随时都有栽进水塘的危
险。在这一车人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满脸是血
的张雷挺身而出，砸破车窗，把十几个处于昏迷
中的人一个个救出，之后又两次钻入危险的客
车内为被救乘客寻找钱物。2006年 11月中旬，
在二七纪念塔附近，见义勇为的张雷曾赤手空
拳擒下抢包的持刀歹徒。5·12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5月14日他就赶到灾区当志愿者，工作中胳
膊严重受伤。2008 年 10 月 4 日，他把一个胳膊
摔成严重骨折孤苦无助的留守儿童，亲自送往
洛阳白马寺义务救治。在他 20 年的人生经历
中，不知有多少舍己救人的义举。张雷见义勇为
的英雄事迹在中原大地掀起层层波澜。河南电
视台、《大河报》、《教育时报》、《信阳日报》等新
闻媒体争相报道他的感人事迹，在社会上产生
了强烈的反响。河南司法警官学院党委授予张
雷“先进个人”、“文明标兵”等称号和个人三等
功，他还被评为“河南省优秀团员”。

14. 付殿晓 男，36
岁，洛阳移动公司栾川分
公司网络部主任。1991年
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山区从
事网络建设和维护工作，
行程足迹可以绕地球 16
圈，九年如一日把信息送
到大山深处，完成了全省
难度最大的“村村通电

话”工程，把先进的信息技术送到广大农民
手中，乡亲们亲切称他为“山村信息使者”。
在家庭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他长期资助4名深
山留守儿童，被网友称为“山村文明播火
者”。在他事迹的影响下，移动公司及社会上
的一些青年志愿者自发组织 20多批次千余人
分别开赴河南各地深山区开展“爱心接力”
行动，向贫困失学儿童捐赠钱物，建成阳光
操场 5 个，结成帮扶对子 2000 余个，在山区
共建成爱心图书馆 40 个，建成电脑阅览室
200个、春雷学校 2所，历年“爱心接力”行

动资助贫困儿童共 1600 名、贫困大学生 300
名、山区贫困教师 200名。四川地震发生后，
他主动请缨，在灾区完成应急通信保障本职
工作后，主动加入当地通信抢险分队，数十
次进入龙门山重灾区，参与修复基站 127个，
直接抢通基站 8 个，恢复光缆 15 公里，并自
掏腰包 3000 多元为灾区购买发电机、太阳能
充电器供灾民手机充电。被共青团河南省委
授予“河南省抗震救灾青年英模”。

15. 马文芳 男，57
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
庄 村 “ 爱 心 诊 所 ” 医
生，从医 30 多年来，长
期扎根农村，为农民群
众送医送药。坚持每年 9
次义务为本村儿童预防
接种，为本村 40 岁以上
的中老年人每年作两次

免费体检，每逢双月十五日为敬老院老人义
务看病体检身体，常年坚持为老伤残军人义
务体检看病。尽管自己收入不高，但他却资
助了 3 名河南医科大学贫困生完成学业，并
自己出资为本村建校、修路。2007 年自己
投资建起了“为民文化室”,为群众购买各
种书籍 5000 余册。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和谐中国十佳健康卫士、全国模范乡村
医生、全国百佳乡村医生、河南省优秀乡村
医生等荣誉称号。他将自己所获全国劳模等
各类奖金全部捐赠给了村党支部,用于救助
困难户和发展村公益事业。2006 年，马文芳
受到温家宝总理亲切接见，同年 10 月，马
文芳作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参加了“全国健
康卫士楷模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 2007年8
月，他的“爱心诊所”被河南大学、新乡医
学院定为大学生实践基地。

16. 邵均克 女，42
岁，中原油田第一社区管
理中心副主任。自 2001
年起，她相继开办了拖把
厂、手套厂和羊毛羊绒纺
织项目，先后使 200 多名
失待业人员实现就业，目
前安置残疾员工 147 人，
闯出了一条以创业带动就

业的新路子。为了照顾残疾员工的生活，邵
均克说服丈夫把家搬到厂里，成为残疾员工
的“小厂长”、“大家长”、“好校长”。她将
自家的炉具、生活用具全部拿到厂里办起了
食堂，解决了离家较远的 40多名残疾员工的
食宿问题。残疾员工去医院看病不方便，她
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医院用自己的钱开些常用
药，不管哪个员工有了病，都及时送药给他
们。每逢周末、节假日放假，她都亲自把残
疾员工送到车站，直到打通电话得知伤残员
工回到家里，她才放下心。邵均克以自己博
大的胸怀和一颗真挚的爱心，用她那慈母般
的关爱和呵护，为残疾员工营造了一个和
谐、温馨的家，使一个个伤残者走向了自
立、自强。今年4月份，省委下发了开展向邵
均克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她先后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五好”共产党
员、“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17. 程相文 男，72
岁，浚县农科所所长。
自 1963 年 参 加 工 作 以
来，长期扎根基层，尽
自己的所学服务农业。
1964 年开始主持玉米新
品种选育与配套栽培技
术的研究与推广。为了
加快育种进程，每年冬

天都要到海南加代繁育种子，到目前已在海
南玉米育种基地度过了 42个春节。先后选育
出玉米新品种 30个，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 10
个。浚单系列玉米新品种省内外已累计推广1
亿多万亩，增加社会经济效益 30多亿元，荣获
国家和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8项。主持承担
完成国家、省重点科技项目 20 多项。2005 年
创造了玉米平均亩产 1006.85 公斤、小麦平均
亩产 615.4 公斤的佳绩，2007 年又创造了小麦
平均亩产 668.88 公斤、玉米平均亩产 1064.78
公斤的纪录，再次刷新 2005 年创造的超高产
纪录，成为目前我国 15亩连片小麦、夏玉米
一年两熟平均亩产的最高纪录。2008年 50亩
连片超高产攻关田实现了小麦、玉米一年两
熟平均亩产超吨半粮。万亩玉米核心区平均
亩产831.4公斤，首创万亩核心区国内连片种
植和全国玉米面积最高产量两项纪录；万亩
核心区内百亩高产攻关田平均亩产 946.44 公
斤，创黄淮海地区纪录。自 1992 年至今，他
先后被授予 “国家突出贡献专家”、“省劳动
模范”、“省优秀党员”、“省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称号。

18. 柴 书 朝
男，48 岁，灵宝市
朱阳镇邮政支局
投递员。参加工
作 26 年来一直在
朱阳——蒲陈沟
这条步班邮路上
从 事 投 递 工 作 。
该段道属于秦岭

山区，路况险峻，住户分散，共有 7 个行政村
139 个自然村，往返路程 135 公里。26 年来他
累计行程达 36 万多公里，可绕赤道 9 圈，总共
穿破了300余双鞋，用破了33个邮包。26年来
陪伴他的是一个 20 多公斤的大邮包、一把镰
刀、一个手电筒、一个水壶。而对这种日复一日
的繁重劳动，他没有说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
尽管投递工作艰辛孤独，但他以顽强的意志战
胜了孤独和寂寞，一个人走在路上，想得更多的
是下一家主人在不在家，能不能及时投送，想的
是村民们接到一封信、一份报纸时的喜悦。每
年投递报纸 18000 多份、杂志 300 多份、函件
1200多封、包裹100多件，为大山深处各族群众
架起了一座通往外面世界的桥梁。2002 年他
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2007 年评为省级“文
明服务标兵”、河南省邮政系统“突出贡献者”。

19. 陇海大院的人们(集体)

郑州市二七区一马路办事处陇海大院社
区居民高新海，32年前在下乡当知青时因患急
性横贯型脊髓炎导致高位截瘫，从此卧床不
起，生活无法自理。照顾他的亲人离世后，高
新海和年迈的母亲更加困难。当不幸笼罩这个
家庭的时候，大院里的邻居们向他们伸出了援
助之手。邻居们自发形成了爱心群体，默默承担
起照顾他的义务。这个给他谈心，那个帮他解
忧；这个帮他买药，那个带他乘凉；这个帮他洗
澡，那个帮他理发；这个帮他搬煤气罐，那个帮
他家买米面……在32年的漫长岁月里，当年的
一些老邻居已搬往他处，仍不忘抽空来看看，而
新邻居们又纷纷加入到爱心队列中，一如既往
地关心帮助着这个特困家庭，爱心接力传了一
代又一代。和谐的邻里关系，也使高新海融入了
这个大家庭，他学会了骑电动三轮车，用三轮车
免费接送社区的人们去办急事，谁赶着上班，谁
赶着去火车站，谁赶着去医院看病，高新海肯定
马上去。32年不离不弃，32年真情相守。陇海大
院邻里互助的爱心群体，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20.“神七”宇航员太空出舱头盔面窗科研
团队（集体）

2005年 3月，郑州大学国家橡塑模具研究
中心接受解放军总装备部航天所委托，承担了
宇航员出舱头盔面窗的研制任务，在郑州大学
国家重点学科材料加工工程学科第一学术带
头人、国家工程中心主任申长雨教授主持带领
下，郑州大学国家橡塑模具研究中心的科研
和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协作，经过两年半夜以
继日的艰苦奋战，历经上百次的反复实验，
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的技术难关，提前半年完
成了任务，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航天
要求，部分指标优于美国和俄罗斯同类产
品。宇航员出舱头盔面窗项目的顺利完成，
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外汇，更重要的是
解决了我国航天领域重要产品的国产化问
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此，该中心受
到了总装备部的表扬，获得“为神舟七号载
人航天飞行任务圆满成功作出贡献”的荣誉
奖牌和“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纪念”
奖牌。河南省总工会专门做出了《关于向在
神舟七号飞船研发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发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
奖章的决定》，并向申长雨教授和他带领的团
队颁发了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