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4.邱娥国

男，汉族，江西省进贤县人，中共
党员。 1946 年出生，南昌市公安局西
湖分局原副政委兼筷子巷派出所教导
员。

在 27 年的基层民警生涯中，邱娥
国走过的大街小巷超过 12 万公里，相
当于绕地球三圈，做到了“串百家门，
认百家人，知百家情 ,办百家事”。在长
期的工作实践中，他摸索出了“一图、
二本、三诀、四勤、五心”工作方法。“一
图”，辖区平面图；“二本”，各项工作记
录本、警民联系本；“三诀”，各种工作
方法口诀；“四勤”，勤走、勤问、勤记、
勤思考；“五心”，工作要有责任心、处
理问题要公心、金钱面前不动心、百姓
平安记在心、为民服务要真心。为此，
邱娥国赢得了获得信息最多、提供线
索最多、破获案件最多的“三多”民警
称号。邱娥国心系辖区群众生活，他
有一本孤寡老人帮扶记录簿，上面详
细记录着辖区每位老人的基本情况；
先后奉养了 11 位孤寡老人，为 9 位老
人送终。辖区一居民去世后，邱娥国
不仅帮助其办理后事，而且把他两个
年幼的女儿接回家照顾，帮助她们完
成 了 大 学 学 业 。 他 是 中 共 十 五 大 代
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被授予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
进工作者、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等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245.陈刚毅

男，汉族，湖北省咸宁市人，中共
党员。 1963 年出生，现任湖北省交通
规划设计院党委副书记。

从事交通工程技术工作 20 年来，
陈刚毅一直勤奋工作在交通重点工程
建设第一线，先后参加了武黄、宜黄、
京珠等高速公路的建设。在各项工程
建设实践中，他坚持不懈地学习，逐步
成长为一名懂设计、会施工、善管理的
复合型人才。从 2001 年开始，陈刚毅
受 组 织 派 遣 多 次 赴 西 藏 支 援 交 通 建
设。在担任湖北省援藏项目“湖北大
道”总工程师时，他坚持原则，秉公办
事，严把质量关，把湖北大道项目建成
了精品工程，创造了西藏城市道路建设
史上路面最宽、建设周期最短、设计标
准最高等 10 个第一，该项目被评为全国
公路建设优质工程。2003 年 4 月，担任
西藏昌都地区 214 国道角笼坝大桥项目
法人代表后，他带领工程项目组的同
志，克服高寒缺氧、交通不便等困难，艰
苦创业，精心管理，大胆创新，狠抓质
量。施工期间，陈刚毅被确诊身患癌
症，但仍心系援藏建设工程，手术后 7 次
化疗期间，4 次进藏，坚守岗位，默默奉
献，确保了援藏建设工程安全、优质、高
效推进，赢得了广大藏汉群众的高度赞
扬。他是中共十七大代表，被授予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交通系统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46.陈景润（1933-1996）

男，汉族，福建省福州市人，无党
派人士。生前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
究员。著名数学家。

陈景润从小喜爱数学，在厦门大学
读书期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1957 年
10 月，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
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在解析
数论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上取得重要
成果。歌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数学皇冠
上的明珠。为了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
陈景润全身心投入其中，废寝忘食，达
到忘我的境界。经过长期艰苦的科学
研究，1966 年，他在《科学通报》上宣布
他证明了（1，2）；1973 年他在《中国科
学》上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并改进
了 1966 年宣布的数值结果，立即在国际
数学界引起了轰动。他的研究成果被
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
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被国际
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其后，他对上
述定理又作了改进，并于 1979 年初完成
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他的
研究成果至今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领域还保持着领先地位。陈景润传奇
式的学习成才之路，使人们深刻感受到
科学的价值和魅力，激发起全国人民，
尤其是青少年投身科学研究的巨大热
情。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获全国科
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247.麦贤得
男，汉族，广东省饶平县人，中共

党员。1945 年出生，1963 年入伍，中国
人民解放军 91708 部队原副司令员。

1965 年 8 月 6 日凌晨，“八六”海战
打响。战斗中，611 艇后左主机意外停
车，轮机兵麦贤得立即跑过去帮助启

动机器。一块弹片打进麦贤得的右前
额，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在
接受简单的包扎后，麦贤得又站到了自
己的岗位上，一刻不停地检查机器。额
上的鲜血和流出的脑浆粘住眼角和睫
毛，影响了他的视线，但他凭着平时练
就的一手“夜老虎”硬功夫，顽强地坚守
在战斗岗位上。在剧烈摇摆的机舱里，
他穿来绕去，摸索着检查一根根管路、
一个个阀门、一颗颗螺丝钉，由于失血
过多，麦贤得的动作逐渐有些迟钝，但
他的战斗意志却更加坚强。就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他居然能在几台机器、几
十条管路里，检查出一个只有手指头大
的被震松了的螺丝，并顽强地用扳手把
螺丝拧紧，保证了机器的正常运转。麦
贤得以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炮弹片
严重伤害了麦贤得的脑神经，他被送到
广州军区总医院治疗。毛泽东同志十
分关心他的伤情，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
全国著名的脑外科专家为他会诊，指示
一定要把麦贤得的伤治好。1966 年，他
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248.孟 泰 (1898-1967)

男，汉族，河北省丰润县人，中共
党员。生前系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副
厂长、工会副主席。

1948 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前，鞍钢遭
到严重破坏。为迅速恢复生产，孟泰带
领工友们夜以继日地搜寻器材，在他的
带领下，鞍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交器
材运动。同时，他建立起了闻名全国的

“孟泰仓库”，将收集到的器材及时分类
整理，使鞍钢最早恢复的 3座高炉的配管
材料没花国家一分钱，为鞍钢在较短时
间内恢复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勇于
攻克技术难关。在苏联政府停止对我国
供应大型轧辊，致使鞍钢面临着停产威
胁的情况下，他组织了 500多名技术积极
分子开展了从炼铁、炼钢到铸钢的一条
龙厂际协作联合技术攻关，先后解决了
十几项技术难题，终于自制成功大型轧
辊，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被誉为

“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
他自己设计制造成功的双层循环水使冷
却热风炉燃烧筒提高寿命 100倍。在“文
革”中，面对遭受严重破坏的鞍钢生产，
他顶着各种压力，使鞍钢的生产秩序免
于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在他担任鞍钢
炼铁厂副厂长的 8 年中，被工人们称为

“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干部”。
1967 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他是第一、
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被授予全国劳动
模范等荣誉称号。

249.孟二冬（1957-2006）

男，汉族，安徽省宿县人，中共党
员。 1980 年参加工作，生前系北京大
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孟二冬学科专长为中国文学史及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
朝隋唐五代文化，是我国当代高校教师
的典范。他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
治学，撰写了《中国诗学通论》（合著）、

《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韩孟派诗
传》、《千古传世美文》、《陶渊明集译
注》、《中国文学史》（参编）等 400 多万字
的专著。他历时 7 年的艰苦研究，完成
了 100 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得
到 了 我 国 文 学 界 和 史 学 界 的 高 度 评
价。多年来，孟二冬坚持党的教育方
针，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坚持不懈
地教育学生追求真知，成为学生健康成
长的良师、高尚人格的楷模。为支援新
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孟二冬主动要
求到石河子大学支教。支教期间，出现
严重的嗓子喑哑，但他坚持为学生和教
师授课，直至病倒在讲台上。经医院诊
断，他已患食管恶性肿瘤。在北京治疗
期间，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坦然面对病痛
折磨，坚持课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的工
作。2006 年 4 月 22 日，孟二冬因病医治
无效在北京逝世，年仅 49 岁。他被授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全国模范教师
等称号，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50.孟祥斌（1979-2007）
男，汉族，山东省齐河县人，中共

党员。 1997 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
解放军 96164 部队司令部机要参谋。

孟祥斌爱军精武，以过硬的军事素
质和专业技能，先后 5 次圆满完成重大
军事任务，3 次代表部队参加专业大比
武，并取得优异成绩。他牢记我军宗
旨，为失学儿童捐款捐物，参加义务献
血，多次见义勇为。2007 年 11 月 30 日

上午，孟祥斌陪来队探亲的妻子叶庆
华和女儿诗妍，到浙江省金华市区购
物。11 时 15 分许，一名女青年轻生跳
江。孟祥斌发现后，不顾个人安危，毅

然从 10 米高的城南桥上，跳入江中。他
迅速游到女青年身边，托着她奋力向岸
边游去。冰冷的江水浸透了孟祥斌的
衣服，他在水中艰难地向岸边游了 10 多
米后，体力渐渐不支。这时，一艘摩托
艇闻讯开来，孟祥斌拼尽最后力气，将
女青年推向摩托艇，自己却因体力耗
尽，沉入江中，英勇牺牲，年仅 28 岁。孟
祥斌舍己救人的事迹，深深感动了金华
市民，牺牲当晚，1000 多名金华市民来
到他救人的地方，为英雄“烛光守夜”。
追悼会上，3 万多群众自发到殡仪馆为
他送行。 2009 年，他被中央军委追授

“舍己救人模范军官”荣誉称号。

251.季羡林（1911-2009）

男，汉族，山东省临清县人，中共
党员、民盟盟员。 1946 年回国参加工
作，生前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资深教
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
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和社
会活动家。

季羡林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
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
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他精于
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
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
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
之一。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多种学术领
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
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
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
那》等，计有包括散文著作在内的各类
作品上千万字，其著作已汇编成 24 卷
的《季 羡 林 文 集》，被 称 为“ 学 界 泰
斗”。季羡林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具有
高尚的品格。无论是二战期间滞留德
国，还是“文革”期间被关在牛棚批斗，
他都不忘祖国，不忘良知，不忘学术。
他一生致力于文化交流和传播事业，
尤其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
懈奋斗，充分展现了一位中国学者对
东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深切关怀和
真知灼见。他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被印度政府授
予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

252.明正彬

男，汉族，云南省龙陵县人，中共
党员。 1966 年出生，现任云南省玉溪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

明正彬是我国公安禁毒战线的杰
出代表。在 16 年的一线禁毒工作中，他
先后深入贩毒团伙卧底侦查 106 次，亲
自指挥、侦破各类贩毒案件 1600 多起，
缴获海洛因等毒品 3900 多公斤，抓获犯
罪嫌疑人 1950 多名，缴获各种运毒车辆
170 多辆，缴获毒资赃物折款 5000 多万
元。在卧底侦查时，面对上膛的枪口顶
住自己的脑袋，他沉着应对；面对抓捕中
即将拉响手榴弹负隅顽抗的毒贩，他奋
不顾身；对参与贩毒的侄子，他铁面无
私。境外毒枭悬赏 500万元，要买他的人
头，4 名歹徒两次绑架他 3 岁的儿子未
遂，又向他的住宅投掷了 3 枚自制的汽
油燃烧弹，欲置他和他的家人于死地，但
他仍然无怨无悔，继续战斗在禁毒斗争
第一线。他任玉溪市副市长兼任市公安
局局长 3 年来，亲自走访和接待群众
2000 余人次，先后平息和化解 20 余起重
大疑难信访事件。2007 年，他在中缅边
境的打洛江边与民警一起蹲守，组织侦
破了“11·10”特大贩毒案。他被授予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
优秀人民警察、中国优秀青年卫士等荣
誉称号，荣立二等功 2次、三等功 3次。

253.林 浩

男，汉族，四川省汶川县人，少先
队员。 1998 年出生，地震前在阿坝州
汶川县映秀镇小学读二年级，现为成
都市盐道街小学三年级学生。

林浩是个品学兼优、意志坚强、机
智勇敢的孩子。“5·12”四川汶川大地

震发生的那一刻，林浩正走在教学楼
的走廊里，他被从上面滑落的两名同
学砸倒在地。作为班长，在被埋废墟
时，他带领同学一起唱歌，给被困的同
学递矿泉水，鼓励同学战胜恐惧。爬
出废墟后，发现一名昏倒的女同学，他
立 即 把 同 学 背 到 安 全 地 带 ，交 给 校
长。紧接着，他又一次返回废墟，救出
了 另 一 名 受 伤 的 男 同 学 。 因 为 救 同
学，林浩头部被砸破，手臂严重拉伤，
但他看上去一点都不在乎，还镇定地
说：“我背得动他们，我开始爬出来的
时候，身上没有伤，后来爬进去背他们
的时候才受伤的。”背完同学后，林浩
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父母，医生给他
检查完身体后，他拒绝了救助站人员
帮助，自己穿好衣服，和姐姐、妹妹一
起从映秀镇步行 7 个多小时，安全撤离
到都江堰。2008 年 8 月 8 日晚上，林浩
是唯一一位和旗手姚明走在奥运会开
幕式中国代表团前面的小朋友。2008
年，他被中央文明办等部门授予抗震
救灾英雄少年荣誉称号。

254.林巧稚（1901-1983）

女，汉族，福建省厦门市人，无党
派人士。生前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医
学会副会长。著名临床医学家和医学
教育家。

林巧稚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
基者和开拓者。上世纪 30 年代初，她对
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生殖道结核进行研
究；40 年代末，开始对滋养细胞肿瘤和其
他妇科肿瘤进行研究；50 年代，她提出和
组织了北京地区大规模的子宫颈癌普查
普治，对新生儿溶血症诊治成功；60 年代
成功切除重达 56 斤多的巨瘤；80 年代主
持编纂《妇科肿瘤》。她为新中国妇产科
学的创建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上世
纪 50 年代筹建了北京妇产医院，为我国
妇产科学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接班
人。她带头主编科普读物，造福了亿万
妇女儿童。她不仅医术高明，医德医风
与奉献精神更是有口皆碑。自她走上工
作岗位到临终前夕，心中装着的只有妇
女、儿童的安危。在半个多世纪里，她亲
手接生了 5 万多个孩子，许多父母给孩
子起名为“念林”、“怀林”、“敬林”，以表
达对她的敬爱和纪念。她把毕生精力无
私地奉献给人民，被誉为“卓越的人民医
学家”。她是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
（院士），是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荣
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255.林秀贞

女 ，汉 族 ，中 共 党 员 。 1946 年 出
生，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王常乡南臣
赞村村民。

林秀贞视社会责任为己任，模范地
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大力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她 30 年如一日，
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义
务赡养了 6 位与自己及家庭成员无任
何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用真情温暖
社会，在精神和物质生活等各方面对 6
位老人给予了儿女般的照料和孝心。
她 学 科 技 、学 经 济 ，带 头 创 办 个 体 企
业，并把企业作为扶贫济困奉献社会
的基础。多年来，她为 8 位残疾人传授
了玻璃钢和橡胶生产技术，不但在自
己的企业为他们安排就业岗位，还帮
助他们解决了婚姻、治病等许多生活
困难。她热心社会公益，积极捐款为
村里修路、打机井，支持文化娱乐队伍
建设。她还关心乡村教育事业，出资 4
万多元改善乡村教育条件，还资助本
村和邻村 14 名贫困家庭子女步入大中
专院校，救治并收养了一名出生仅 40
天的患病弃婴。她还帮助 29 名与自己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困难群众走出困
境，圆了他们的“家庭梦”、“求学梦”、

“养老梦”、“就业梦”。她是中共十七
大代表，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十大杰出母亲等
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256.欧阳海（1940-1963）

男，汉族，湖南省桂阳县人，中共
党员。 1959 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
解放军 68302 部队 7 连班长。

无论是日常学习训练，还是执行施
工 任 务 ，欧 阳 海 都 积 极 主 动 ，奋 勇 争
先，对自己严格要求，入伍 3 个月就加
入共青团组织，第二年因工作突出荣
立三等功并当上班长。他以自己的言
传身教和模范带头作用赢得了全班战
士的信任和支持，所带班被评为先进
集体。 1963 年冬，欧阳海所在部队组
织野营训练，他带领 7 班担任尖兵班，处

处冲锋在前。训练进入尾声时，他所在
班担负收容任务。11 月 18 日，部队按照
既定路线冒雨行军，在经过铁路轨道
时，由广州开往武汉的 282 次客车鸣着
长笛飞奔而来，响亮的笛声使一匹战马
受惊挣脱缰绳，驮着炮架窜上铁路，横
在中间。眼看一场车翻人亡的惨剧就
要发生，危急关头，欧阳海奋不顾身冲
上铁路，拼尽全力推开战马，避免了一
起严重事故，保护了 500 多名旅客的生
命安全，但他却被轧断左腿，经抢救无
效，壮烈牺牲，年仅 23 岁。1964 年，他被
广州军区授予“爱民模范”荣誉称号，并
追记一等功。同年，国防部命名欧阳海
生前所在班为“欧阳海班”。朱德、董必
武等老一辈革命家题词号召全国军民
学习欧阳海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风格。

257.武文斌（1982-2008）

男，汉族，河南省邓州市人，中共党
员。2002 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
军 71282 部队炮兵指挥连实习士官。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武
文斌割破手指写下请战书，坚决要求上
前线，并说服未婚妻推迟婚礼，义无反
顾奔赴灾区。武文斌当时不是党员，但
时时处处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抗震
救灾期间，连队组织的所有党员突击队，
他都坚决要求参加，始终站在了党员的
队伍里，抢险救人、转移群众、灾后重建
他都冲在第一线。5 月 17 日，具有军事
地形学专长的武文斌被抽调到先遣队，
担负前往汶川县三江乡展开搜救和转移
重伤员的探路任务。由于道路严重被
毁，山体滑坡，判定方位、选择开进路线
异常困难。他凭着过硬的专业技能，引
导救援官兵以最快速度翻越 3 座高山，
在第一时间把部队安全带到指定地域，
为抢救伤员、转移群众赢得了宝贵时
间。武文斌始终以“铁军”精神激励自
己，在心中默默践行“多干一点，再多干
一点”的诺言，连续奋战 32 天，因长时间
过度劳累突发肺血管畸形破裂出血，经
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年仅 26 岁。2008
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抗震救灾英雄战
士”荣誉称号。所在集团军党委批准他
为革命烈士，追记一等功，追认他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

258.罗映珍

女，汉族，云南省临沧市人，中共
党员。 1980 年出生，现为云南省临沧
市公安局民警。

罗映珍是全国公安战线的道德模
范。 2005 年 10 月 1 日，罗映珍陪同丈
夫罗金勇（云南省永德县公安局民警）
回老家探望父母，途中罗金勇与 3 名毒
贩进行了殊死搏斗，因寡不敌众身负
重伤，成了“植物人”。从那以后，罗映
珍肩负起了照顾丈夫的责任，不离不
弃，精心呵护，无怨无悔。罗映珍在医
院附近租了一套房子，省吃俭用，每天
全身心地守候在丈夫身旁，和他说话，
并含泪写下了 600 多篇爱的日记。每
天早上 5 点，罗映珍以打果汁、煮粥作
为一天的开始，在晨曦中带着做好的
果 汁 和 粥 赶 到 医 院 ，为 丈 夫 洗 脸 、刷
牙、按摩、擦拭身体、喂食……每天晚
上回到住处，都已是深夜。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罗映珍在 1000 多个日日夜
夜里默默地坚守、默默地付出，用饱含
着真情和热泪的日记呼唤着丈夫的苏
醒。现在，罗金勇神智清楚，肢体、吞
咽和言语功能障碍均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改善，在旁人的辅助下，可行走 50
米 ，能 完 成 进 食 、洗 漱 等 日 常 生 活 行
为，并进行简单的交流。见证了这个
奇迹的人们都说，是罗映珍的坚持和
爱，唤醒了沉睡的丈夫。她被评为全
国道德模范，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模范公安民警家属等荣誉称号。

259.罗健夫（1935-1982）

男，汉族，湖南省湘乡县人，中共
党员。生前系原航天工业部 771 所工
程师。

罗健夫 1951 年 7 月参军，1962 年 12
月调中国科学院西北计算机所，1975 年
调七机部 771 所。1969 年，罗健夫作为
课 题 组 组 长 开 始 研 制 国 家 空 白 项 目
——图形发生器。1972 年、1975 年，先
后研制出第一台“图形发生器”、“Ⅱ型
图形发生器”，为我国航天工业作出重
大贡献。罗健夫对工作兢兢业业，脚踏
实地，把个人的待遇、荣誉、地位置之度
外，他是Ⅰ、Ⅱ、Ⅲ型图形发生器课题负
责人，主要设计者和研制者，但在呈报
科研成果时要求不署自己名字，3000 元
奖金也一分不取。婉言谢绝吸收他为

中国电子学会成员，并两次让出评高级
工程师的机会。在攻关日子里，罗健夫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全部业余时间用
来刻苦读书、翻阅资料、思考设计。为
了事业，罗健夫把个人生活简化到不能
再简化，身上穿戴的仍是当年部队发的
旧军装。家人为他添置衣物的钱，常常
被他用来买了科研需要的书籍。1982
年 6 月 16 日，正在调试设备的罗健夫突
然病倒，被诊断为晚期淋巴癌，医治无
效去世，年仅 47 岁。他获得全国科学大
会奖，被追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260.罗盛教（1931-1952）

男，汉族，湖南省新化县人，中共
党员。 1949 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 47 军 141 师侦察队文书。

罗盛教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时
刻准备为朝鲜人民的和平与安宁而牺牲
奉献自己的一切，作战一往无前，英勇杀
敌，多次立功受奖。1951 年 7 月，罗盛教
所在部队进入临津江以东的驿谷川一带
阵地。一天，连队驻地附近的安大娘家茅
屋被敌机炸燃，正在连队统计实力的罗盛
教不顾一切冲进茅屋，救出了安大娘和她
的孙子，自己被火烧成重伤。1952年1月
2日，朝鲜北部成川都石田里村少年崔莹
在冰河上滑冰时，不慎压碎冰块跌进 3米
深的冰窟里。正在冰河上练习投弹的罗
盛教听到求救声后，边跑边脱下棉衣，跳
进冰窟实施救助，反复几次将崔莹推出水
面，因冰层太薄都失败了，最后他潜入水
下，使尽全身力气用头成功将崔莹顶出水
面，救出崔莹，但自己却因体力耗尽壮烈
牺牲，年仅 21岁。1952年，他被中国人民
志愿军政治部追记特等功，并被授予“一
级爱民模范”荣誉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
士荣誉勋章。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
日成将军亲自为罗盛教烈士纪念碑题词：

“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
永远共存”。

261.金 晶

女 ，汉 族 ，上 海 市 人 ，共 青 团 员 。
1980 年出生，现任上海市普陀区市政工
程管理署工会副主席。

1989 年，9岁的金晶因恶性肿瘤接受
了截肢手术。2001 年，她成为中国第一
批轮椅击剑运动员，多次代表中国参加
重大国际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2007
年，金晶当选北京奥运会境外火炬手。
法国当地时间 2008 年 4 月 7 日中午 12 点
30 分，在受到“藏独”分子袭击企图夺走
火炬时，金晶用残弱的身躯死死抱住火
炬不放，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奥林
匹克精神，拨动了中国民众的心弦，也让
关心奥运的全世界人民记住了这位勇敢
可爱的“祥云天使”。“5·12”四川汶川大
地震发生后，金晶在 6 月 9 日就奔赴灾
区，不仅带去了慰问品，还把自己坚强的
信念传递给灾区的人民。她到上海市普
陀区市政工程管理署上班后，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参加单位的捐款活动。随着灾
区有伤员陆续来沪治疗，金晶经常到医
院看望并激励他们以乐观的精神战胜灾
难。上海市迎世博会 600天行动期间，金
晶又加入迎世博会志愿者服务队，成为
世博会志愿者宣传大使。她发起号召，
尽己所能，宣传世博知识，带领志愿者们
投入到整治市容环境的各项活动之中。
她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中
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自强模范。

262.侯宝林（1917-1993）

男，满族，天津市人，生前系中国广
播艺术团艺术指导。著名相声表演艺
术家。

侯宝林幼年家境贫寒，4 岁时被舅舅
送到北京，11岁起拜师学艺，经过多年艰苦
奋斗，他的相声表演日臻成熟，成为名角。
抗日战争期间，他与郭启儒合作，在京津一
带演出，以高雅的情趣、质朴的格调、正派
的台风赢得了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后，
侯宝林更焕发了艺术青春，他立志相声改
革，一面对一些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
一面又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
声。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他创作
和表演了《戏曲与方言》、《戏剧杂谈》、《关
公战秦琼》、《醉酒》等数百个段子，其中很
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为几代人所喜闻乐
见。他还注重相声理论研究，并与人合著
了《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多部专
著。他的相声富有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
性，把相声艺术变成团结人民、教育人民、
鼓舞人民奋发向上的艺术形式，对相声艺
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
用。他是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
表，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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