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5.皇甫立志 男，1970年出生，河南
柘城人，大商集团郑州地区集团总裁。他
着力建设学习型企业，建立知识型团队、敬
业型职工队伍，营造企业内部积极的工作
氛围。提倡创新，带领团队成员不断自我
突破，超越成绩，在工作中创造满足感，在
生活中收获幸福感。他曾在郑州商业的低
潮期把一个本土商场推上了中国商业百
强，并独创了“租赁经营＋卖场管理”的四
统一经营模式，通过经营创新寻找出路，凭
借营销创新持续发展，依靠品牌创新练好
内功，实施资本联合再丰羽翼，使大商在河
南的事业风生水起。自大商集团 2006 年
进驻郑州以来，他带领团队成员在短短的
两年多时间里实现了 6 城 13 店的骄人成
绩，同时将新玛特、千盛百货、大商超市、大
商电器等多个商号引入河南，目前已开业
的店铺经营状况良好，不仅为推动郑州商
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繁荣河南商
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16.黄久生 男，1965年出生，河南潢
川县人，中共党员，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
农民工党支部书记。1997 年，他带领 400
多名老乡参与中建七局承建的新郑卷烟厂
联合厂房（技术二期）主体工程施工，荣获
了 1999 年度国家最高建筑质量奖——鲁
班奖，继而该队伍也博得了“河南建筑业的
铁鸟”雅称。他时时不忘弱势群体，总是不
断给予关怀照顾。每当逢年过节，有 680
多户鳏寡孤独家庭，每户都会从他那里收到
米面、年节货物，有时还有几百元的现金。面
对遭遇困境的人，他总是慷慨解囊。他为3
岁的白血病患者捐款2.7万元，为身患血癌、
打工救母的青年捐款2.3万元。网友称其为
国人榜样、中国优秀农民工代言人。他先
后获郑州市第二届“十佳”外来务工青年、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敬老之星”等荣誉称号。

117.姬霞敏 女，1965年出生，郑州市
人，国香茶城总经理，全国茶叶批发市场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河南茶叶商会会长，郑州
市总商会副会长，郑州茶叶批发市场董事
长。在郑州市航海东路与中州大道的交会
处，一个大型的茶叶特色街区处处洋溢着
文化气息——茶圣陆羽的大型塑像，翻开
的《茶经》书页雕塑，古色古香的永久建筑，
引人驻足，这便是国香茶城——郑州茶叶
批发市场的完美升级。她历经 5 年时间，
用宝贵的经验、成熟的管理和专业的服务
将最初的郑州茶叶批发市场打造成茶文化
主题公园——国香茶城，创造了一个中原
茶叶市场品牌。

118.贾大春 男，1965 年出生，河南南
阳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
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在其带领下，
截至 2008年年底，郑州移动基站总数达到
3100个，交换机总容量达到900万户，客房
数量突破 600 万户，累计向国家上缴各种
税金 31 亿多元。与政府、金融、交通、公
安、水利、烟草、教育等行业合作开发了 20
余项行业信息化产品，为郑州市的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和城市信息化建设作出了突
出贡献。他先后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
部 1个，国家级青年文明号 2个，省级青年
文明号 6个，2007年荣获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2008年被中共河南省委评选为“五
好基层党组织”。被郑州市委、市政府评为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先进单位”；被省企业
民主管理领导小组授予“河南省企务公开
民主管理企业先进单位”；2009 年被授予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2005～
2008 年连续 4 年被郑州市人民政府评为

“政风行风建设先进单位”。他本人于2008
年 5月被评为郑州市劳动模范，2008年 12
月当选郑州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119.雷 素（1986～1999），女，河南巩
义人。1992年秋季进入村小学上学，1998
年 9月升入巩义市站街镇第三初中。在校
期间，雷素爱学习爱生活，乐于助人，节省
下自己的零用钱资助一名贫困小女孩读
书。1999年7月2日下午5时许，雷素放学
后与几个同学结伴回家，在途经陇海铁路
阎沟道口时，忽然听见有人叫喊：“火车来
了，不要过铁路！”她扭头一看，只见南瑶湾
村 86 岁的郭富年老人正不紧不慢地向铁
道走去。她突然明白，老人因耳聋听不到
护道工的喊叫，才一步步走向危险地带。
千钧一发之际，她来不及多想，迅速跳下路
基，飞身向老人跑去。她用幼小而纤弱的
双手，使尽全力将老人推出铁轨。老人得
救了，雷素却献出了她年仅 13 岁的生命。
当年9月13日，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少
工委追授其“河南省英雄少年”称号。

120.李 隆 男，1977 年生，河南开封
人，中共党员，武警少校警衔，现任郑州市公
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副大队长。1995年12
月入伍以来，先后参加灭火救援战斗 3170
多次，抢救遇险群众 760 余人，特别是在
2008年5月赴四川抗震救灾战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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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生
命救援的奇迹，赢得了各级领导和灾区人民
的高度赞誉。2008年 7月，被公安部授予

“抗震救灾尖兵”荣誉称号。2008年10月，
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
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荣誉称号。

121.李 伟 男，1968 年出生，郑州市
人，河南思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过 8 年多的努力，把河南思念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从无到有做成了一家年销售额超
过 10 亿元、员工超过 2.5 万人的知名企
业。年销售增长曾一度超过100%的“思念
速度”更是让同行艳羡不已。2003年，思念
以子公司香港恒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名
义整合收购了原黄河大观公司的资产，拿
下了黄河景区5000亩地，斥资14亿元打造
高档社区，正式进军房地产。2004年，思念
经过充分的筹备和策划，携手跨国餐饮管
理咨询机构中国台湾 SEMA公司，于 9月 1
日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美海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全面展开国内城市的开店工作。

122.李公涛 男，1927 年出生，河南巩

义人，中共党员, 中国翰园碑林终身主任，
“世界碑林协会”筹委会理事长。退休以后
为弘扬民族文化，他以共产党人特有的责任
感和强烈的事业心，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倾
尽自己全家财力，率子携孙，三代人刻碑不
止，创建我国第一座民办的大型碑林——中
国翰园碑林。经 20 多年艰苦奋斗，筹集
1600万元人民币，创建了占地120亩、长达3
公里的有 3700多块碑刻的中国翰园碑林，
被人们誉为“当代文化愚公”。开封市人民
政府委任他为中国翰园碑林终身主任，他的
事迹先后被载入《中国年鉴》《河南年鉴》《开
封年鉴》《当代共产党人》《天下名人传》，被
美国世界名人传记协会评选为 1994 年和
1995年世界最受尊敬的人。英国剑桥世界
名人中心、美国世界文化名人录、香港世界
名人中心、中国第一部世界名人大典等均
载入了李公涛的事迹。

123.李剑英（1964～2006），男，郑州
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
部飞行员。在20多年的飞行生涯中，他共
飞行5003个架次、近2400小时，从未发生过
任何“错、忘、漏”现象和事故征候，出色完成
了高原驻训、科研试飞等重大任务。2006
年11月14日，李剑英在完成训练任务驾机
返航途中，遭遇鸽群撞击，发动机空中停
车。此时，飞机高度 194米，跳伞就能保全
自己的生命。从鸽群撞击点到飞机坠毁点
2300米跑道延长线的两侧680米范围内，分
布7个自然村，居住着3500口人。当时飞机
上还有800多升航空油，120余发航空炮弹，
1发火箭弹，还有易燃的氧气瓶等物品，如
果跳伞飞机将失去控制，坠入村庄，后果不
堪设想。16秒的时间内，为了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和国家财产，他先后3次放弃了跳伞
逃生的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迫降。迫降
过程中，飞机受到高出地面水渠护坡阻挡，
爆炸解体，李剑英同志壮烈牺牲。生前他曾
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 2次；2006年 12月
6日，空军党委为他追记一等功，并追授“空
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

124.李世欣 女，1954 年出生，郑州市
人，郑州市管城区原残联理事长。在担任残
联理事长10年当中，一心扑在残联工作上，
为辖区残疾人办了许许多多好事，被残疾人
称为他们的“娘家人”。因工作突出，李世欣
先后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
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
个人，全国残疾人工作“公益之星”，郑州市
遵守职业道德十佳标兵。负责的残联被评
为全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先进单位、
全国社区残疾人工作示范区、全国残疾人
之家、全国残疾人工作“十五”计划先进
区。2003年 9月，出席中国残联第四次代
表大会暨全国助残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受
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她的
事迹先后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

125.李素琴（1908～2001），女，郑州
市人，原郑州市纸袋厂（该厂是民政部门安
置残疾人的福利工厂）副厂长，党支部书
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劳动模范。抗
美援朝时期，她将3个儿子送去参军。1961
年，她节衣缩食为管城区农业社捐献一台万
能拖拉机。数十年间，她用微薄的工资（当
时月工资仅几十元）多次向灾区、社会福利
事业捐款近万元，接济残疾人 100多人次，
现金 3000多元。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
把纸袋厂发展成为民政部福利明星企业。
粉碎“四人帮”后，年近七十的她每天仍提前
到厂，帮助盲、聋、哑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她
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受到毛主席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曾获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126.李晓昱 女，1971 年出生，郑州市
人,中共党员，法学硕士 ，现任郑州中院民
三庭副庭长。她从事审判工作以来，以高
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精湛的审判技巧、娴
熟的法律知识及敬业奉献的精神，圆满地
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16年来，她审结了
河南省首例植物新品种案件、首例音乐电
视侵权案等各类案件 1000 多件。她在审
判工作中努力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的有机统一，积极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社会
矛盾，案件调解率始终保持在 50%以上。
她刻苦钻研，撰写的 20 多篇论文、调查报
告、案例分析被《法律适用》《中国审判》

《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案例选》等刊
用。她和另外两位同志合著的《知识产权
司法解释实例释解》一书由人民法院出版
社出版发行。她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忠
于职守、无私奉献，树立了人民法官的良
好形象。她先后荣立个人一、二、三等功，
被授予河南省“三八”红旗手、河南省十杰
女法官、河南省优秀青年卫士、全国模范
法官、全国优秀女法官、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等荣誉称号。

127.刘国华（1914～1998），女，河南
南阳人，生前定居郑州市，是社会福利工厂
退休工人。1948年郑州解放初期，刘国华
担任郑州 13条街巷的总代表，积极组织参
加各种拥军活动。从1948年到1998年，刘
国华拥军 50 年，到过北京武警总队、成都
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所属
的 800 多个军营、哨所、医院，给部队送去
香烟 1000多条、酒 1300多瓶，累计资金 2.3
万元，占其全部工资的三分之二。经她探
望、护理过的伤残军人 2700 多人次，为解
放军战士缝制鞋垫 5.8 万多双，被人称为

“人民子弟兵的妈妈”。1987年，她被评为
郑州市拥军先进个人，1990 年荣获省“三
八”红旗手荣誉称号，1991年被评为郑州市
爱国拥军模范，1992年被评为全国拥军优
属模范。同年，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政府
授予刘国华爱国拥军模范光荣称号，并号
召全市人民向她学习。

128.刘卫红 女，1963 年生，湖北武穴
人，研究员，现任郑州市蔬菜研究所育种室
主任。在蔬菜育种、栽培等研究领域具有
较深造诣，出版著作4部，在国家核心期刊
上发表论文 20余篇。她主持承担 10余项
省市、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在耐热白菜品种
选育、蔬菜生物技术育种、雄性不育系选育
研究等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首次在国
内开展白菜太空育种技术研究。她主持选

育白菜系列新品种 10余个，在全国推广郑
白系列良种 950 万亩，新增产值 21.9 亿
元。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河
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河南省“三八”红旗手、河南省“555”人才工
程人选等荣誉称号。

129.刘文学 男，1938 年出生，新郑市
人，原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总编辑，现任
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编
著有《新郑县志》（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
一等奖）、《黄帝故里文献录》（获郑州市社
会科学二等奖）、《可爱的新郑》（获河南省
史志优秀成果二等奖）、《华夏源》、《黄帝传
说故事》、《黄帝故里历代文献汇典》（获河
南省社会科学二等奖）、《黄帝故里通鉴》、

《黄帝故里志》、《黄帝赋》、《子产传》、《百姓
寻根堂》等。2000年以来向河南省、郑州市
和新郑市领导提出开发黄帝文化资源建言
50多件，其中 2005年 7月向省委领导建议
由河南省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建言被
采纳。2008年，获得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和新郑市人民政府联合颁发的“黄帝文化
成就奖”。2009年春，被评为郑州市黄帝文
化传承人。他是政协新郑县第三、四、五届
委员会常委和政协新郑市第一届委员会常
委，郑州市第十届人大代表；兼任河南省炎
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理事、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炎黄
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130.娄源永 男，1949 年出生，河南中
牟人，现为中牟县城关镇大潘庄村农民电
影放映员。1975年任镇电影队放映员。1984
年开始从事个体电影放映业，30年来，他的
足迹遍及 14个乡镇，年均放映电影 700多
场，居全省同行业之首，活动范围辐射周围
170多个村庄，自费为学校、驻地部队、敬老
院、困难户放映电影无数场，常年坚持为农
民观众义务放映农业科教影片。在放映电
影的过程中，他体察民情，履行着一个人大
代表的职责。1995年，他作为全国九亿农民
唯一代表参加“世界电影诞生 100 周年暨
中国电影 9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江泽民、
李鹏等国家领导人接见。1992年获全国农
村科教电影汇映月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993年获全省农村电影放映收入第一名；
1997年，获省、市十佳电影放映员，郑州市
十大新闻人物；1998年被选为河南省九届
人大代表；1999 年获河南省民兵英模称
号；2005年感动中原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

131.马 娟 女，郑州市邮政局建设路
邮局投递员。1999年，马娟陷入了下岗的茫
然与困窘中。正在这时，郑州市邮政局向她
打开了一扇希望的大门。通过应聘，她成为
郑州建设路收投分局的一名邮递员，从此，
马娟成为一名绿衣信使。她把邮政当做自己
的家，把用户当做自己的家人。10年来，她
行程10万公里，投递报纸、邮件近400万件，
实现出勤率100%和用户满意度100%。以她
名字命名的“马娟道段”在郑州声名鹊起。马
娟赢得了用户的信任，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
又一个荣誉。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获得
全市邮政系统先进生产者标兵称号；2008
年，她有幸成为一名邮政系统的正式职工，
还被评为郑州市劳模。2008年 7月 25日马
娟成为奥运火炬郑州站传递的第73棒火炬
手，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绿衣天使”。

132.马运动（1952～1997），男，河南
中牟人，中共党员，生前系中牟县东漳乡人
民武装部部长。在乡武装部工作 14 年，始
终爱岗敬业、实干务本、兢兢业业、勤奋工
作，他一向以助人为乐，义务为乡里群众维
修农机具，累计为群众节约了 10余万元的
维修费。他的工资、奖金，除了维持基本的
生活、支付部分医疗费外，就是参加各种献
爱心活动、救助灾区人民和更穷困的群众，
有些则拿出来充作公用。多次被评为市、县
优秀党员，6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任部
长期间，乡武装部 4 次被上级评为先进单
位。1998年8月21日，省委、省政府、省军区
决定授予他“模范专武干部”称号，《中国国
防报》等媒体先后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

133.梅 丽 女，1973 年出生，郑州市
人，肢体残疾，郑州市残联肢残人协会主
席，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关街道办事处民
乐里社区“梅丽热线”、“梅丽中介服务站”
负责人。1992年因车祸导致大面积烧伤致
残，全身肌肉萎缩，骨关节严重损伤，先后
手术13次。做过电视监测员，在6年的监测
工作中，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监测
记录 10400 万字。2000 年后主持民乐里社
区“梅丽热线”和“梅丽中介服务站”，倡导
成立了残疾人志愿者服务队，义务为残疾
人提供服务。先后接待来访残疾人 3000余
人，接听热线电话 9000 余个，为本市与周
边地市的残疾人安排、推荐就业 33 人次，
为贫困残疾人提供义务法律援助 9 次，成
为许多残疾人的“知心朋友”。先后获得郑
州市首届文明市民标兵、郑州市十大杰出
女性、郑州市助残先进个人、第三届“全国
自强模范”等荣誉称号。

134.牛希华 女，1952年出生，河南
南阳人，现任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
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是中华医学会烧伤外
科学会委员、中华烧伤外科杂志编委、中
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编委、河南省烧伤外科
学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专家委员会委员、郑州市烧伤外科学会主
任委员。她从医 31 年来，始终坚持党和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党的事业无限忠
诚。她有高超的技术和高尚的医德，以不
惜牺牲个人健康的勇气为烧伤面积达40%
以上的高强传染风险的艾滋病病人做手
术，视病人为亲人，视岗位为战场，平均
每年挽回 1200 多名烧伤患者的生命。作
为省烧伤网络诊疗中心的领军人物，在全
省范围内，她参加了几十起成批大面积深
度烧伤患者的抢救工作。她主持成立了河
南省第一个烧伤皮肤功能康复室，并带领
课题组于 1991 年在国内较早开展了大面
积深度烧伤休克期切痂植皮研究。在她组
织的医疗科技攻关中，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11项，在她主持下开展的新技术3项达到
国内领先技术。

135.牛志国 男，1965 年出生，河北

邢台人，中共党员，现任郑州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第五营业所维修工。他自 1987
年从事燃气具维修工作始，把全部热情
投入到了本职工作中，总是把用户的需
求放在第一位，尽全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2001年 9月，积极主动牵头与所里其他业
务技术骨干共同组成了“牛师傅维修服
务小分队”，并向社会公布了服务热线，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为用户奉献爱心。
现如今公司以他名字命名的“牛师傅”服
务队已成为郑州燃气的优秀服务品牌，
赢得了广大用户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赞
誉。先后获得河南省建设系统劳动模范、
郑州市“杰出青年岗位能手”、郑州市“职
业道德十佳标兵”、郑州市“文明市民标
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6年河南省
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36.任长霞 （1964～2004），女，河
南睢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登封市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任长霞做预审工作13
年，多次在省市岗位练兵大比武中夺取
第一名，协助破获了大案要案 1072 起，
追捕犯罪嫌疑人 950 人。1998 年被任命
为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长后，多次深
入虎穴，化装侦察，亲自抓获了中原第
一盗窃高档轿车案主犯，先后打掉了 7
个涉黑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370 多人，
被誉为“警界女神警”。2001年，她调任
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坚持定期接待老百
姓，倾听群众呼声，查处信访积案，3年
中共接待群众信访 3000 多人次，使 400
多户上访老户罢访息诉。她带领全局民
警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 2870 多起，有力
地维护了登封市社会治安。2004 年 4 月
14 日晚 8 时 40 分，她在侦破“1·30”案
件中，发生车祸，不幸因公殉职，年仅
40 岁。她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十大女杰、全
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2004 年 6
月，公安部追授任长霞全国公安系统一级
英雄模范称号。

137.盛 婉 女，1933年出生，上海市
人。1946年进纱厂当童工，1954年在郑州
国棉二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10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基
础上，创造了自己的四项工作要点：“准
备工作要认真，巡回时间要均衡，清洁工
作交叉进行，粗纱宝塔分段准确。”极大地
提高了细纱接头速度，换粗纱质量合格率
达100%。1956年在全国纺织行业比武中获
细纱接头操作第一名，被誉为“细纱闪电
式接头操作法”，其看台由 800 锭增加到
2000锭，首创“细纱高看台操作法”，被授
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后任厂党委副书
记，河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
是中国共产党第八、第十、第十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政协第五至七届河南省委常委。

138.石聚彬 男，1961 年出生，河南
新郑人，河南省新郑奥星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高级经济师。他利用当地丰富的红
枣资源，率先开发研制了“好想你”枣片
系列、红枣系列、蜜饯系列、香酥系列、
冬枣鲜枣系列、红枣醋饮品等十大系列近
200 个单品。在企业产业化发展的带动
下，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被外界称为

“红枣大王”、“民间红枣专家”。获得了
“河南省食品行业十大领军人物”、“全国
青联委员”、“河南省劳动模范”、“第九
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中国青年群
英会模范”等荣誉称号。

139.史秀山 男，1950 年出生，河南
许昌人，研究生学历，现任河南省生物技
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
理事长，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编
委。在自然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领域中，
他历时27年，先后完成“七五”计划生物
工程研究课题：“新生牛血清制备及质控
标准研究”；“八五”计划研究：“高效狂
犬病疫苗制备及现场免疫学观察研究” 课
题；“九五”攻关、创新基金、“863”计
划：人用纯化Vero细胞狂犬病疫苗研制课
题（生物技术领域中唯一疫苗项目），结束
了我国使用42年老产品的历史，技术水平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从事试验研究中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部省级科
技进步二等奖4项，三等奖1项，出版专著
和国家级专业杂志、编制项目研究报告和
课题申报计划及验收报告书35本。多次受
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为我国生
命科学前沿课题疾病预防生物制品专业技
术领域的研究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先
后获得 2004 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
2005年中国自主创新名牌建设十大创新人
物奖；2006年全国杰出研究发明者奖。

140.宋丰年 男，1948 年出生，郑州
市人，中共党员，现任郑州市金水区东风
路街道办事处宋寨村党总支书记、宋寨工
贸苑区管委会主任，高级经济师。自1988
年被乡亲们推举为村委会主任后，他将自
己经营多年价值达 100多万元的中州油漆
厂无偿捐献给了村集体，又出资 4万元为
村集体办起了福利化工厂，以此为基础，
带领宋寨村民群众开始了艰苦创业之路。
他利用企业经营利润为村民发放福利，推
行12年义务教育，兴建村民安居工程第一
家园和富民工程第二家园，建成了全省第
一流的省实验小学分校和实验幼儿园分
园。村民人均年收入近 3万元，户均资产
超过300万元。他先后引进了800多名大中
专毕业生到宋寨工作，累计安置3000多名
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宋寨先后被评为河南
省明星村、全国文明村和全国十佳小康
村。他个人也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村委会
主任、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等称号。历任九届、十届全国人大
代表，河南省六次、七次党代会代表，郑
州市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人大常委。

141.宋光瑞 男，1939 年出生，河南
安阳人，中共党员,主任医师。1987 年创
办河南省首家大肠肛门病医院——郑州市
大肠肛门病医院，任院长。采用中医药优
势，结合现代医药研究，发明“经肛肠给

药治疗慢性结肠炎”的治疗方法。他对肛
肠常见病如痔疮、肛裂、脱肛、直肠脱
垂、直肠息肉、肛门湿疹、肛门瘙痒、肛
门湿疣等病症创立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
一般不开刀，采取综合治疗的方式即可取
得痊愈。1985年，与人合作主编出版中国
第一部大肠肛门病专著——《中国大肠肛
门病学》，后又主编《中医肿瘤治疗学》、

《中国肛肠病学》、《大肠肛门病综合征》
等专著，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多篇。1992年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
津贴，并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国家级名老中医。当选中共郑州市第六次
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河南省第五、第六、
第七届委员会委员。获得河南省卫生先进
工作者，河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兼
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会
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肛肠专业委员
会副会长等。

142.宋致和 男，曾用名宋志一，1915
年出生，河北唐县人，中共党员，郑州市
第一任市长。1948 年 10 月 22 日郑州解
放，10月 28日，郑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宋
致和任郑州市市长，直到1956年12月调离
郑州，宋致和任郑州市市长共 8 年时间。
宋致和1931年冬参加中共领导的“反帝大
联盟”。1934年考入中国学院，参加“一
二·九”、“双十二”等学生运动。1937年
9月任晋察冀边区一专属员；1945年11月
任察哈尔省政府委员、秘书长；1947年11
月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秘书长；1948年8月
任河南豫西行署第二副主任兼秘书长；10
月任郑州市市长、中共郑州市委副书记、
书记；1955年8月任中共河南省委财贸部
部长兼郑州市委书记；1958年11月任中共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4月任国家
物资部副部长；1970年1月，任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
委会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常务
副主席；1983年 5月任国家物资局顾问。
是政协第六、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43.汤玉祥 男，1954 年出生，江苏
宜兴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现任郑
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郑
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汤玉祥同志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
感和奉献精神，他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始终
秉承“造福社会、兴旺企业、富裕员工”
的理念，以身作则，以务实、创新、开拓
的工作精神，带领企业闯出了一条以改革
求生存求发展的创新之路。因其对企业和
社会的卓越贡献，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中国汽车 50年 50位杰出人物、“河
南省劳动模范”、郑州市跨越式发展功勋
人物、郑州市“郑州交通改革开放 30 年
特殊贡献奖”、郑州市“2009跨越先锋人
物”等荣誉，并被郑州市政府记一等功一
次。还先后当选（第十届、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理事
长、河南省第七届党代会代表等职务。

144.田 超 男，1966年出生，河南永
城人，盲人，河南省残联副主席，河南
省盲人协会主席，郑州市盲人协会主
席，郑州桃花源中医按摩专修学校校
长，郑州桃花源酒店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国家级高级按摩考评师。2005 年创
办郑州桃花源中医按摩专修学校，是河南
省首家以培训盲人按摩技能为教育宗旨的
民办学校，是中国盲人按摩学会法人会员
单位。除开设盲人按摩课程外，学校还开
设有盲人电脑、心理咨询等课程，不断拓
宽盲人学生的就业之路，每年培训盲人学
生近千名。2008年1月田超同志被郑州市
委、市政府授予“郑州自强模范”称号；
2009年7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 7部委
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受到国务院
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的表彰，并受到了胡锦
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亲切接见。

145.王 玲 女，1967年出生，安徽太
和县人，郑州金沙泥艺术创始人，市政
协委员，现任黄河风景区黄河金沙泥艺
术研究所所长，黄河澄泥砚发明人。打
造出的黄河金沙泥工艺品大型砖雕、黄
河澄泥砚、金沙泥茶具多次参加国际国
内艺术博览会，先后获得 70 余项国内外
大奖，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2001 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
美术家”称号。2004 年 6 月，王玲受邀
赴美举办个人作品展览，展品全部被亚
裔美术家协会收藏。同年澄泥砚被授予
河南省第四届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
奖”，王玲本人获得“郑州市十大女杰”
称号，被评为河南省十大优秀新闻人物。

146.王 乐 女，1967 年出生，蒙古
族，河南镇平人，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
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郑州市公路管理
局总工程师。主持参与了多项省市重点交
通项目的桥梁设计工作：郑州西南环绕城
路贾鲁河大桥、孔河大桥、豫04薛店立交
桥、豫26鄢陵红旗桥，并主持了豫68郑邙
路、国道 207汝州至鲁山段初步设计和施
工图设计、京珠高速公路驻马店市北联线
施工图设计、焦作至巩义黄河桥连接线站
街至白河段新建工程施工图设计等多项工
作。先后被评为郑州市先进女职工，郑州
市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先进女职工标
兵、河南省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郑州市
遵守职业道德双“十佳”标兵、郑州市首
届“十大科技女杰”称号；被河南省人民
政府授予河南省“劳动模范”称号；郑州
市“学术带头人”称号。先后当选为郑州
市第八届、第九届党代表。

147.王百姓 男，1951 年出生，郑州
市人，中共党员，现任河南省公安厅治安
管理总队调研员、三级警监、高级工程
师。王百姓参加公安工作20多年来，始终
战斗在排爆治爆工作的第一线。先后参加
过无数次爆炸案件的现场勘察和侦破；多
次临危受命，冒着生命危险，亲手排除
战争时期遗留的各类炸弹 15000多枚，排
除爆破装置和哑炮 1100 多个。在无数次
与爆炸打交道的人生经历中，他用生命
创造着一个大智大勇的神话，被人们称

作“和死神打交道的人”。他创立的有关
爆破理论和爆破方法填补了国内空白，
为侦破案件及处理事故提供了重要的决
策依据；他参加了三峡围堰“天下第一
爆”、“爆破治黄”等重点工程爆破的业
务指导工作。王百姓 4 次荣立个人二等
功，2次荣立个人三等功。曾荣获河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
范、省管优秀专家、全国第二届我最喜
爱的十大人民警察、感动中原十大年度
人物、感动中国 2006 年度人物。2007 年
6 月，他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
荣誉称号。

148.王广亚 男，1922 年出生，河南
巩义人，现任台北育达高级商业家事职业
学校校长。毕业于日本亚细亚大学经济
系，1977年获美国加州联合大学荣誉教育
博士，1997年获韩国清州大学名誉经营学
博士。任中国台湾私立教育事业协会理事
长长达27年，并获选为台湾第一届私校十
大杰出教育事业家。先后著有：《教育行
政》、《生活小语》、《进德与修业》等。
1990年他首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在家
乡海上桥村投资兴办一所小学，后又创办
北京育达管理科学教育中心、内蒙古经贸
外语学院。1994年在新郑龙湖开发区创办
郑州升达大学，学校占地73公顷，分行政
区、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休闲区 5
个功能区，40余幢建筑。到2000年，学校
拥有专兼职教职员 600 余名，在校学生
9627名，并向社会输送了5259名毕业生。

149.王明山 男，1956 年出生，河南
新密人，中共党员，国家一级编剧职称，
现任郑州市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十几年
来，先后创作20多部大型戏曲剧本，5部
影视剧本，40多首曲艺唱词，100多部戏
剧小品，8 篇艺术论文，20 多首歌曲唱
词，曾 10次获国家级奖励，10多次省级
奖励，30多次市级奖励，多次被评为省、
市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被评为河南“文
艺十佳”、“郑州市跨世纪科技带头人”、

“郑州市拔尖人才”。

150.王仁民 男，1925 年生，山东烟
台人，原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二帝巨
塑筹建委员会主任、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
会会长。先后参与、组织完成了郑州东
北、东南上万亩沙荒的绿化、兴建了被新
闻媒体称为大河明珠的黄河游览区，又倡
议在中国郑州黄河游览区的向阳山上用花
岗岩兴建 106 米高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
得到了李瑞环、薄一波、周谷城、萧克、
程思远、李政道等海内外各界著名人士的
关注与大力支持。

151.王为工 男， 1968 年出生，华
侨。1993 年底赴美工作学习，2001 年 5
月，回国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办了

“河南世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董事
长。该公司是一个涉及高科技产品研发和
销售、房地产开发、投资、国际贸易、IT
项目研发与运营、非开挖工程等多元化业
务的企业。经过 8年时间，资产由创业初
期的 500万元发展到现今的 8000多万元。
2003年6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全国评
选出 100家回国创业的优秀企业，该公司
在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河南省唯一
的入选企业。王为工同志曾当选为郑州市
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并作为归侨代表，受
到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被授予“河南省留学回国先进个
人”、“河南省青年五四奖章”，当选为河
南省侨联常委、被国务院侨办评为“回国
创业百杰”，当选中国华商会常务理事、
河南留学回国创业促进会常务理事。

152.王玉荣 （1961～2009），女，吉
林长春人，生前系郑州市公安局正处级调
研员、三级警监。1996 年 12 月 18 日，一
歹徒持炸药包劫持郑州国棉五厂幼儿园
28名幼儿和2名教师，索要50万元人民币，
否则将引爆炸药，与被劫人质同归于尽。时
任郑州车站分局刑警的王玉荣 5分钟内赶
到现场。她换上幼儿园的工作服，向领导表
示：一定完成任务！她以照看孩子们为由，
同歹徒交涉，成功地进入中心现场，机智果
断地抓住时机将歹徒击毙，无一伤亡地解
救出全部人质。2001年 12月，她被检查出
患乳腺癌晚期，但病魔没能摧毁这名英雄
民警的意志。她在与癌魔坚强抗争的过程
中，和战友们一起侦破各类治安、刑事案件
1314 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4167
人，为国家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达百万元。
1996 年 12 月她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1997年 3月被全国
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1997年 4月获
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1998年
3月获全国十大杰出女性称号。

153.魏 巍 （1920～2008），男，原
名魏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郑州市人，
中共党员，当代诗人，著名散文作家、小
说家。抗战爆发后参加八路军，从延安抗
大毕业后长期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发表
过许多诗作。1950 年年底，奔赴朝鲜前
线，和志愿军战士一起生活、战斗。回
国后陆续发表一批文艺通讯，其中最著
名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发表
后在全国有广泛影响。魏巍是一位长期
生活在部队中的颇负盛名的优秀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革命战争》三部曲《地
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
诗集《黎明风景》、《不断集》、《红叶
集》、《魏巍诗选》；散文集《谁是最可
爱 的 人》、 《 壮 行 集》、 《 话 说 毛 泽
东》、《魏巍杂文选》、《魏巍散文选》
等。《东方》创作历时 22 年（1959～
1981），荣获 1982 年中国首届“茅盾文
学奖”首届人民文学奖。《地球的红飘
带》获人民文学奖。曾任《解放军文
艺》副总编辑，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
副主任，总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北京
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北京部队政治部文
化部部长，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
青联副主席。是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
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一、二、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2008 年 8 月 24 日在北京去
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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