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4.巫兰英 女，1955 年出生，河南
滑县人，原中国女子射击运动员，现任郑
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1973年入选河南省
飞碟射击队，多次代替男运动员参加全国
比赛。1978年在全国射击分区赛中，获女
子组比赛冠军。1979年在第四届全国运动
会上再夺男子双向飞碟冠军，并以194中
的成绩超过女子双向世界纪录。1980年至
1981年先后在菲律宾和日本举行的两届亚
洲飞碟射击锦标赛以及成都全国射击冠军
赛中，夺走全部女子双向飞碟的金牌。
1981年在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上，与队友
一起获双向飞碟女子团体冠军，并获双向
飞碟女单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射击世
界冠军的运动员。她还是1982年、1989年
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和 1983年世界飞碟、
移动靶射击锦标赛双向飞碟女子团体冠军
中国队的队员之一。1981年、1983年两次
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55.吴 玲 （1954～2004），女，河
南开封人，中共党员，高级教师，生前是
郑州市第 22 中学数学教师。1973 年到农
村插队，1977 年返城，在开封市 33 中当
数学教师，1993 年调入郑州市 22 中，长
期担任班主任并兼任年级长，工作在教育
教学第一线。从教 27 年直到生命的最后
一息，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
期“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新华社2004
年 9月 2日《新华时评》中写道：“作为
一名人民教师，吴玲的精神集中体现在她
不计个人名利，不仅努力教书，而且更关
注如何育人；不仅有激情，而且有创造。
她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做学生的思想
工作，以母亲般的爱，使一个个有这样那
样思想问题、心理问题的孩子找到了自己
的人生之路。”她先后获“郑州市优秀教
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当选二七
区第七次党代会代表。2004 年 9 月 4 日，
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中学教师吴玲事
迹感人，应该广泛宣传。”

156.吴养洁男，1928年出生，山东省
烟台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州
大学化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科学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58年7月从苏联回
国，到建校不久的郑州大学化学系任教，
历任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养洁在物理有机、金属有机与大环化学
等方面有系统的、创新性的重要研究成
果，提供了有机化合物分子内、分子间弱
相互作用众多新的证明，阐明了其作用规
律，丰富了近代化学键理论。在冠醚化合
物的合成、性能及应用的研究上，他合成
50多种新的单冠醚、双冠醚及数百种金属
配合物。主持完成的“萘氯化水解法制甲
萘酚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
技成果奖。1991年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5年被评为
全国先进工作者，1998年被河南省人民政
府授予河南省科技功臣，享受国家级政府
特殊津贴。

157.辛学礼 （1926～2002），男，甘
肃金塔人，中共党员。出生于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1949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 年 8 月，在甘肃省临洮县剿匪战斗
中，单枪匹马追击顽匪，被授予全军“剿
匪英雄”称号。1953年6月，赴京参加中
华全国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
仁堂第四次受到毛泽东接见。1956年，转
业到郑州电磁线厂工作，任行政股长。
辛学礼在干好本职工作之外，特别关心
少年儿童教育工作，先后担任过郑州市
东三马路小学、郑棉三厂小学、郑棉四
厂小学、优胜路小学、伊河路小学的校
外辅导员。1966 年，被团中央授予全国
少先队优秀辅导员称号。辛学礼卖报 18
年，省吃俭用，积少成多，粗略统计，
为小学生捐赠款项上万元。为郑州市少
年儿童基金会、灾区、“希望工程”、青
少年宫建造雷锋铜像等捐款约 4万元。多
次获得河南省优秀残疾人、郑州市十佳
校外辅导员等荣誉称号。

158.谢瑞阶 （1902～2000），男，曾
用名谢宝树，号就简老人，笔名黄河老
人，河南巩义人，著名艺术教育家、画
家、书法家，历任开封艺术学校校长，郑

州艺术学院院长、教授，河南省文联副主
席、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河南省书法
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
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全国政
协委员等。书法以章草见长，早期清雅洒
脱，晚期 苍劲厚重。曾获首届河南省书
法《龙门奖》大师奖。他的国画，中西结
合，所画黄河，独树一帜；所作章草，古
朴圆润，均为书画界所推崇。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接待厅陈列的他的国画《大河上下
浩浩长春》，受到中外人士的同声赞绝，
被称为社会主义时代山水画的里程碑。著
有《人物画简述》、《三门峡写生集》、

《谢瑞阶画选》等。

159.徐凤州 男，1934 年出生，河南
杞县人，中共党员，退休干部。1950年省
林业干校毕业后，先后在郑州林场、郑州
市城建局、市绿化委员会工作。退休前任
市绿办主任。16岁即从事绿化工作。坚持
不懈40多年，绿化了7万亩沙荒地，固定
了150个沙丘,为郑州改变“风沙城”面貌
立下了汗马功劳。徐凤州的专业造林队在
城市绿化工作中，使金水大道等主要街道
一排排高大的法桐遮天蔽日，一座座居民
庭院栽满了绿树鲜花，全市绿化面积覆盖
率达到35.25%，名列全国前茅，使郑州赢
得了“绿城”美誉。于1992年荣获了“全
国绿化奖章”。

160.薛景霞 女，1966 年出生，郑州
市人，现任河南康利达集团企业董事长。
1987年下岗后，自主创业，从装饰产业起
步，发展到拥有房地产、酒店、电气自动
化等多个领域 7个全资子公司的康利达集
团。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她致力
慈善事业，累计安置 1135 名下岗职工重
新就业；出资 200万元资助白内障患者复
明的曙光行动；出资 100万元帮助河南三
门峡卢氏县洪涝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出资
50 万元设立“薛景霞革命老区教育基
金”，多年来为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累计
捐款达 873万元。她是第十届、第十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第
十届全国妇女联合会执委，兼任中国建筑
装饰协会副会长，郑州市工商联第十四、
十五、十六届副主席等社会职务。获得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
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

161.杨福奇 男，1951年出生，郑州
市人，中共党员，现任中共郑州市上街区
聂寨村党支部书记。至 2008 年，他带领
全村创造社会总产值达 6.1亿元，集体固
定资产超过 5 亿元，集体经济纯收入达
2300 万元，为村民分红发放福利 900 万
元，人均纯收入 9000 元。他所领导的聂
寨村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先进
单位，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先进村，中国新
农村建设明星村，中国建设小康十佳红旗
单位。杨福奇本人先后获中国新农村建设
明星人物、中国农村改革新闻人物、河南
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62.杨兰春 (1920～2009)，男，河北
武安人，豫剧编剧、导演。1938年参加革
命工作；1943 年参加八路军；1945 年随
大军南下到河南；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7年转业到地方。曾任武安县区青
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八路军豫西支队宣传
员、新四军第五师宣传队队长、洛阳地区
文工团团长。1952年到中央戏剧学院歌剧
系学习。在学习期间，和田川、胡沙等合
作改编的《小二黑结婚》，成为中国歌剧
舞剧院的保留节目。1953年学习结业后，
任河南省歌剧团编剧兼导演。1956年起，
先后任河南豫剧院艺术室副主任、河南省
歌剧团副团长、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
中共河南省文化局核心小组成员、中国文
联第四届委员、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
剧协第三届理事、第四届副主席、河南分
会副主席。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十三
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编导的豫
剧有《朝阳沟》、《李双双》、《唐知县审
诰命》等。《朝阳沟内传》1984年获全国
优秀剧本奖。

163.杨晓敏 男，1956 年出生，河南
获嘉县人，中共党员，现任河南省作协副

主席，郑州市文联百花园杂志社总编辑兼
《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小小说出
版》主编。曾在西藏部队服役 14 年，
1988年转业。出版有诗集《雪韵》、小小
说集《清水塘祭》、散文集《我的喜马拉
雅》、评论集《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小
小说阅读札记》等，有作品入选《大学语
文》教材，并被译成英、法等文字。参加
主编《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5 卷）、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72卷）等小小说
丛书、精选本 60余种。20余年来，《小
小说选刊》发行近亿册，“中国郑州·金
麻雀小小说节”已举办 3届，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中央和地
方媒体多年把“郑州小小说”现象所彰显
出来的大众文化意义、文化产业意义，作
为关注热点予以报道。获得河南省优秀专
家、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十佳出
版工作者、河南省优秀宣传文化干部等荣
誉称号。

164.杨志鹏 男， 1969 年出生，回
族，郑州市人，现任郑州市清芳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郑州市政协委员，二七区人
大代表，二七区工商联副主席。他自1987
年以来从事餐饮业，借改革开放的东风，
将杨氏集团从 10 多平方米的门面店做
起，到现在发展成为拥有 10 多家自营及
加盟店的企业。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杨志
鹏致富不忘报恩，为辖区贫困户经常提供
资助，1995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
年”。1998年 8月我国南方发生特大洪水
灾害，杨志鹏组织“拉面抗涝队”并亲自
带队到洪湖，为灾区人民和抗洪子弟兵奉
献爱心。2002 年 2 月出任河南省慈善大
使，长期资助一名贫困孩子上学；逢年过
节，到郑州市柏树刘养老院看望孤寡老
人，送米送面；对辖区的贫困家庭，同样
奉献爱心，送去温暖。2008年5月四川发
生特大地震，杨志鹏再次出资 20 余万元
组织“拉面支前队”到灾区，为灾区人民
送上一碗碗热腾腾的拉面。2008 年 12
月，二七区政府授予杨志鹏同志“改革开
放三十周年功臣”荣誉称号。2009年1月
当选为郑州市政协委员。

165.张 海 男，1941年出生，河南偃
师人，中共党员，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席，著名书法家。早年隶作求其精美，取

《乙瑛碑》之骨肉停匀，《封龙山》之宽
绰古雅，《礼器碑》之变化如龙，自家风
貌。后潜心研究汉代简书，以行草飞动圆
劲的笔触，写庄重醇厚之体，形成了具个
性的草隶，为书界所公认。作品被收录于

《中国新文艺大系》、《现代书法选》、
《古今书法选》、日本《临书大系》等百
余种作品集，国内博物馆、碑林多有收
藏、刻石。《书法》、《国书法》、日本

《书道艺术》有专文介绍。出版有《张海
隶书两种》、《张海书法》、《张海新作
选》、《张海书增广汉隶辨异歌》等。曾
获河南省书展一等奖、首届龙门奖金
奖、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全国奖。
是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对国
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66.张洪恩 男，1956 年出生，河南
巩义人，中共党员，现任河南豫联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
范。1990年出任企业负责人至今,张洪恩
秉承诚信共赢的发展理念，以打造百年
企业、常青企业为目标，带领全体员工
历经 20 年之奋斗, 使豫联集团形成了

“以产业为基础、以资本运营和科技创新
为双翼”的崭新发展模式。使豫联集团
从总资产不足 5000 万元、员工 800 多人
的地方国有小电厂逐步发展成为销售收入
124亿元、总资产 135亿元、员工 7000余
人的大型现代化国际企业，跻身中国十大
铝工业企业和中国 500强企业行列，纳税
连续多年位居巩义市首位，先后为社会创
造了 6000 余人的就业岗位，为实现中原
崛起作出了积极贡献。

167.张建波 男，1966 年出生，河南
荥阳人，中共党员，研究生，现任荥阳市
电业局局长。他锐意进取，务实奉献，不
断创新和拓展国家一流县供电企业成果，

提升现代管理水平，使荥阳市电业局被评
为国家电网公司农电系统 20 家综合管理
标杆单位；创新安全管理模式，在河南省
率先推行安全责任明示制，确保了安全生
产长周期，截止到 2007 年 3 月 22 日，该
局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3500 天；全面推行
精细化管理，深入开展同业对标，构建了
线损管理综合体系,线损率逐年降低，
2006年该局被评为国网公司电能损耗管理
先进县供电企业、河南省管理创新最佳企
业；筹措资金 1.7 亿元进行主网升级改
造，建成坚强电网，全面提高供电能力，
2006年完成供电量9.68亿千瓦时，实现利
税2930万元，年均递增15%以上，为荥阳
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连续 5年
获得荥阳市经济发展特殊贡献奖；2004年
被评为河南省电力公司先进生产者；2006
年获得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2007年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68.张金保 男，1958年出生，河南
巩义人，中共党员，现任巩义市新中镇杨
树沟村党总支书记。1998年3月，毅然舍
弃年收入 5万元的致富项目，回村担任党
支部书记。2001年上马“响泉河”引水工
程，带领全村群众依靠一台破旧的柴油机
和风钻等简陋的工具，克服重重困难，历
时两年，打通全长 712米的引水山洞，并
建成 3万立方米容量的响泉河水库和配套
工程，解决了杨树沟村群众吃水难问题。
之后，他立足村情，积极引导群众调整农
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和旅游业，
把杨树沟村建成郑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示范村。2004年当选为郑州市第八次党
代会代表、河南省人大代表；2004年被评
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06年被评为全
国农村基层十大新闻人物。

169.张俊卿 男，1947 年出生，河南
偃师人，郑州机务段火车司机。1965年响
应支援开发大西南的号召，到贵阳机务段
工作。1982 年调入郑州机务段。工作 36
年，坚持“早出勤，早起车，早出库”，
每次出车，都根据线路状况、区间时分、
天气变化等设计操纵方法，做到小区间不
丢点，大区间不运缓，保证安全正点。共
记学习笔记 30余本，自画电路图 1000多
张，牵引 600 多趟专运、1 万多趟客车，
安全正点行车 160多万公里，成为铁道部
首批安全司机标兵。他带出徒弟 300 多
人，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干和技术能手。
1998年2月获中华技能大奖。先后被评为
部、局级安全司机标兵，河南省十佳能工
巧匠，全国劳动模范。

170.张铁山 男，1950 年出生，郑州
市人，高级经济师，现任河南金星啤酒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自 1985年 1月以来先
后担任郑州市东风啤酒厂、郑州金星啤
酒厂、河南金星啤酒厂厂长、河南金星
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在 20 余
年的奋斗中创造了一系列骄人的业绩。
产 量 和 利 税 分 别 增 长 了 750 倍 和 1326
倍，累计上缴国家税金 25 亿元以上，将
一家年产不足 2000 吨、濒临倒闭的小厂
迅速发展成具有年生产能力 150 万吨，
拥有 17 个啤酒分公司和动力、原料、化
工等 10 余个配套分公司的国家大型企
业，发展成为全国食品工业重点企业和
河南省百强企业。金星啤酒先后荣获

“钓鱼台国宾馆国宴特供酒”、“中国名
牌”等多项殊荣。他本人先后获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优
秀质量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当选为河南
省第九、第十届人大代表。1999 年被国
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71.赵黑孩 （1916～2005），男，郑
州市人。1949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在沟赵村组织郑州专区第一个互助
组并任组长，1953年又组建郑州专区第一个
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后任副社长，
沟赵试验场党支部书记。1955年获农业部爱
国丰产模范金星奖，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的接见。1958年组建公社农业科学研究所，
成为省农科院实验基地，培育出一批棉花和
小麦优良品种。曾当选为河南省第一至第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郑州市第一至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9年后在乡农科所从

事粮棉新品种培育工作。

172.赵明恩 男，1940 年出生，河南
巩义人，中共党员，现任郑州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竹林镇党委书记。他自担任竹
林村党支部书记、竹林镇党委书记 20 多
年来，带领广大群众，历经艰辛，将一
个偏僻的穷山村变成一个闻名全国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使竹林的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
家环境优美小城镇、全国首届人居环境
范例奖、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
奖等称号；并进入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中国小城镇改革
试点。他本人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
中国农村十大新闻人物、全国优秀党务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是全国第八、九、十、
十一届人大代表。

173.赵清霞 女，1966 年出生，河南
禹州人，中共党员，副主任医师，现任河
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感染大科兼感染一科主任。她 9年来
一直工作在艾滋病临床一线，不断学
习、掌握、更新专业知识，以良好的医
德、过硬的医疗技术水平，为广大HIV/
AIDS患者服务。面对艾滋病患者这样的
群体，她耐心细致诊察，千方百计为病
人减轻经济负担，急病人所急，想病人
所想,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病人及家属进
行心理沟通，赢得了广大艾滋病患者及
家属的尊重与信任。

174.赵书章 男，1927 年出生，河南
荥阳人，中共党员，先后在荥阳供销社系
统和荥阳农机公司工作，1987 年 9 月离
休。赵书章在供销社工作期间，推着独轮
车下乡进村销售农用产品和生活日用品，
挨家挨户收购农村群众的废旧物品，起早
摸黑，废寝忘食，送货上门，服务到家，
受到群众好评。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
民种植棉花，收获时节走街串巷收购棉
花，每年收购皮棉百万余斤，超额完成国
家下达的棉花收购任务。1956年3月被评
为河南省先进生产者，同年 4月被评为商
业部先进生产者，5月被评为全国先进生
产者，1956年 5月 1日参加了北京全国劳
动模范表彰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
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75.周国荣 女，1956 年出生，郑州
市人，郑州市双凤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1984年，她创办了郑州市双凤皮
鞋厂，2002年1月，经有关部门批准改制
为郑州市双凤鞋业有限公司。20多年来，
凭着一位女企业家的坚强与自信，率领自
己的团队不断在业界创造奇迹，将双凤皮
鞋先后打造成为“国家免检产品”、“中
国真皮名鞋”、“2009 中国真皮鞋王”、

“河南省名牌产品”、“河南省著名商
标”、“河南省信用建设示范企业”等。
周国荣是河南省第十届政协委员、郑州市
人大代表、管城回族区人大代表。她先后
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杰出创业女
性、中国皮革协会巾帼标兵、河南省三八
红旗手等多项荣誉。

176.周慧玲 女，1949 年出生，曾任
郑州十五中学教师、郑州教育学院学生处
长、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她以共和
国同龄人而自豪，与祖国共兴共荣。从教
近 40 年来，恪遵“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的职业操守，用仁爱、学养、情趣、
敬业乐业的人生态度，温暖了她的学生和
他们的家庭。如今受她直接影响的上万名
学生在各行各业事业有成、生活幸福，成
为社会的中坚。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未让
一名学生因贫困辍学，她本人曾资助 40
余名学生完成学业。她教女有方，家庭和
谐，被授予郑州市十佳母亲、三八红旗
手、巾帼建功标兵、三育人先进个人等称
号，家庭被评为河南省五好文明家庭。
2003年退居二线以后，她到大中小学、幼
儿园、机关、企业、社区、农村、监狱、
劳教所作了近400场报告，受众达16万人
次。她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十五”家庭教
育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先进
个人、郑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

者、郑州市社会科学工作先进工作者。

177.周文昌 男，1945 年出生，河南
荥阳人，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现任河
南少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1983
年以来，带领干部、职工在“从无路处开
路，无处无路”的精神指引下，坚持“发
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宗旨，不懈致力于体
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营销服务
创新，连续多年取得同行业较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使昔日一个濒临倒闭的乡
办机械厂发展成为享誉全国的集客车整
车制造、销售为一体的大型集团企业。
据权威资料显示，少林汽车系列产品产
销量在同行业中连续 5 年排名全国第五
位。他本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当选为第八、第九届河南省人大代
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待遇的专家。

178.朱和平 （1954～2006），女，河
南洛阳人，中共党员，生前系郑州市管城
区垃圾清运公司普通职工。19 岁开始做
垃圾清运工，在环卫一线一干就是 31
年。从一开始赶着马车摇铃收垃圾，到
用自动化的垃圾清运车，不论工作环境
如何变化，朱和平干好环卫工作的决心
没有变化。30 余年中，她克服各种困
难，坚持满勤满点，几乎没有休过节假
日；当司机 20 多年，驾驶垃圾车行程
100 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25 圈，没
有出过一次事故；累计清运垃圾 18 万多
吨，相当于近百列火车的运量，为单位
节约 20 多万元的油料费和车辆维修费。
她针对环卫职工福利待遇偏低和环卫清
运车辆老化等问题，积极向政府提意
见、建议。通过她的提议，河南省政府
将 10 月 26 日定为河南省的“环卫工人
节”。朱和平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了不平
凡的业绩，1984年被命名为河南省三八红
旗手；1994年当选为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1997年被评为河南省优秀城
市美容师；1999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0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02 年
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

179.朱宏艳 女，1976 年出生，河南
信阳人，视力残疾，现任郑州市公交总公
司电车公司政工科管理人员。1998年7月
参加西班牙世界盲人锦标赛，夺得 3块金
牌，破2项世界纪录；2000年10月，参加
悉尼第十一届残疾人奥运会，一举夺得女
子 S12级游泳项目 5块金牌；2002年 10月
参加韩国釜山第八届亚太残运会，一举夺
得 100米自由泳、200米混合泳、50米自
由泳、100米蛙泳 4枚金牌；2004年十二
届雅典残奥会，独自包揽游泳项目的 4金
1银，并打破 3项世界纪录，成为雅典残
奥会上一颗耀眼的明星；2006年参加南非
班德世界游泳锦标赛，又夺得了 1金 3银
的好成绩。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中国
青年五四杰出贡献奖章，并被命名为全国
三八红旗手。

180.朱尊权 男，1919 年出生，湖北
襄阳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烟草生产及卷烟加工工艺技术专
家。曾任郑州烟草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副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 郑 州 烟 草 研
究 院 名 誉 院 长 。 20 世 纪 50 年 代 初 从
美国回国，主持研究利用国产烟叶生
产 卷 烟 配 方 技 术 ， 烟 叶 快 速 发 酵 技
术，形成一套卷烟工艺路线，缓解了
当时困难。改革开放后，主持研究降
焦 原 理 ， 研 制 “821” 低 焦 油 混 合 型
卷烟，组织利用中医药资源发展新混
合型卷烟以减少吸烟危害性。1985 年
后主持中美合作改进烟叶质量。从事
烟草科技工作半个多世纪，专业涉及
烟草栽培、烟草化学、烟草工艺、烟
草设备及科研管理等领域，是中国烟
草生产及卷烟加工工艺技术专家，烟
草科技工作的奠基人之一。曾当选国
际烟草科研合作中心 (CORESTA)科技
委员，中国科协四届全委会委员，受
聘 河 南 农 业 大 学 等 三 所 院 校 名 誉 教
授 , 《 中 国 烟 草 学 报》、 《 烟 草 科 技》
主编，获行业劳模、国家突出贡献专
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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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原——60年·60事·60人”评选活动
投票规则

1.投票时间为 2009年9月18日00：00至
2009年 9月 24日 24：00(报纸投票以收寄日
戳为准)。

2.投票范围为活动组委会公布的“感动
中原——60年·60事·60人”评选活动的90
件候选事件和90名候选人物。

3.候选事件和候选人物代码由三位阿拉
伯数字组成，每件（位）候选事件（人物）对应
唯一代码。候选事件代码为 001-090(候选
事 件 按 时 间 排 序)，候 选 人 物 代 码 为
091-180(候选人物按姓氏拼音排序)。投票
时选择候选事件或候选人物代码即可。

4.本次投票可选择报纸、网络或手机三
种方式参与。

5.参加报纸投票请填写投票人真实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或军人证件号码)，16岁以下
公民填写户口本上的身份证号码，不填、错
填或重填的选票无效；主办单位对投票人信
息严格保密。

6.报纸投票注意事项：
①空白选票不可复印。
②填写选票时，请用钢笔、碳素笔或圆

珠笔在所选候选人代码后打“√”。
③每人限投一票，每张选票所选候选事

件或候选人物不得超过 60事或 60人，最低

不得低于20事或20人，否则视为无效选票。
④选票寄至：郑州市陇海西路 80 号

1706 室“感动中原——60 年·60 事·60 人”
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邮编：450008。信
封下方须写明寄件人所在市（县、区）。

7.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①点击中原网（www.zynews.com）“感

动中原——60年·60事·60人”评选活动专
题，进入投票系统，按提示参与投票。

②本次网络评选活动投票方式为复选
制，单次投票选择最低不得少于20事（人），
最高不高于60事（人），视为有效票。

③投票过程中，不显示得票结果。
④本次网络投票不收取任何费用。
⑤每个独立 IP地址每天限投10票。
8.手机投票注意事项：
①手机短信投票适用于全部手机用户，

每条收费1元。
②编辑短信时，请输入“157+候选事

（人）编号”发送至106688886。
③每个手机用户限投候选事件或候选

人物各60票，超过无效。
“感动中原——60年·60事·60人”

评选活动委员会
200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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