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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C中国人保财险杯——2014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评选活动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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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在您支持的候选人后面打“√”，限选10人。

报纸投票：从报纸上剪下选票，填写后寄至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 郑州市花园路 145号 6508室
“2014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评选组委会办公室收；邮编：450008

网络投票：请登录大河网（www.dahe.cn)、大象网（www.hntv.tv）和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评选活动
官方网站（www.sannonghn.cn）主页。

截止日期：2015年1月9日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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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富

王建民

王 钰

冯跃华

吕平安

陈平军

陈 诚

张建设

吴树兰

投票

□

□

□

□

□

□

□

□

□

□

编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姓名

李海福

李 默

陆锡芳

林 峰

赵树英

段新宽

郭永芳

夏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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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9 日 ，记 者 从
2014 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
物评选活动组委会了解到，参与此
次评选的20名候选人已产生，今起
开始公示并接受公众投票。

此次评选活动由省委宣传部、
省委农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省水利厅、省农业
厅、省林业厅、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联
合主办，旨在全面展示在推进“三

农”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精神
风貌，倡导良好社会风气，传递社会
正能量，为全面实施粮食生产核心
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提供精

神动力，营造舆论氛围。
据悉，评选活动自 9月 25日启

动以来，全省有关单位向评选活动
组委会推荐符合规定条件的候选
人 70 名，涉及“三农”工作的各方

面，既有农村城乡一体化推进典型，
又有农业产业化带动典型；既有农
业科技创新推广典型，也有农村基
层工作者；既有农业水利推动典型，
又有农村养殖、种植专业户，创业致
富带头人；既有关心支持“三农”工
作的公益人士，又有基层文化教育
工作者。12月26日，经评选活动组
委会组织评审会初评，确定并公布
了20名候选人。 （本报记者）

编号：01 王卫东，男，48岁，滑县瑞阳粮食有限公
司总经理

粮食“安全员”
经营粮食数十载，致力于打造我国第一家从田间

到餐桌的绿色生态高端食品生态链。成立瑞阳粮食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 3000万元，拥有七处储
粮库区，仓容量 29万吨，流转土地 5万亩，发展订单农
业。拉长农业产业的链条，先后和上海光明乳业、山东
中慧饲料、青岛福润康、河北旺族、美国华特西尔等企
业合作，以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为中心，构建现代循环农
业产业链的格局。

编号：02 王长富，男，59岁，叶县农业局土肥站站长
农科带头人
三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在科研一线；推广小麦、

玉米配方施肥面积 715万亩次，累计增产粮食 33.44万
吨，总增产节支6.66亿元。完成各类肥料田间试验297
个，举办各种类型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班 176期
次，39890人次，发放配方施肥建议卡110万份；主持编
写 19.3万字的《叶县耕地地力评价技术报告》，绘制叶
县土壤图、土壤改良利用图、各种土壤养分图等18套；
开发叶县触摸屏专家施肥软件，推广到18个乡镇。

编号：03 王建民，男，54岁，淮滨县金豫南面粉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弱筋小麦王”
创建豫南弱筋小麦生产试验基地，采取“五统一”

方式进行多年对比试验，实现 50万亩弱筋小麦生产。
2013—2014年度弱筋小麦增产 4万吨，农民增收突破
1.1亿元。2014年促进农民节本增收425万元。回收弱
筋小麦 30万吨，促进农民增价增收 9000万元，加工转
化弱筋小麦 25 万吨，实现产值 6.9 亿元，利税 3450 万
元。创建首个省级弱筋小麦工程研究技术中心，已成
为弱筋麦业产学研高度融合的典范。

编号：04 王钰，男，49岁，荥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所长

林科战线基层领导者
从事林业科研事业 30年，把科技进步和创新当成

首要任务，常年带病坚持工作，多年来，很少休过节假
日，很少与家人团聚，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现了新时期共
产党员的先进性。醉心林业科研，不等不靠，筛选出优
良家系，培育良种，推广造林，开发新品种 30多个，以
投入少、产出多、易推广、实用性强等特点受到群众喜
爱。年圃育果苗 10万棵，远销北京、山东、湖南等地，
年创效益 20多万元。

编号：05冯跃华，男，52岁，河南省豫东水利工程管
理局站长兼支部书记

水利科研工作者
离开机关的舒适工作条件，克服女儿重病带来的

沉重家庭负担，下基层一干就是13年。全身心投入基
层试验站灌溉试验研究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自筹
资金开展测坑、大田节水灌溉试验和土壤墒情等观测
工作。先后开展了23个大项、33个专题的灌溉试验研
究工作，其中有4项研究成果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3个项目获厅级奖。他所在的惠北水利科学试验站农
业灌溉试验工作跨入全国先进行列。

编号：06 吕平安，男，63岁，河南平安种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农作物新品育种人
先后培育出了 20个小麦、玉米等优质高产新品种

（系）,累计推广面积2.4亿亩，增产小麦95.3亿公斤，创
社会经济效益 146.9亿元。玉米新品种创我省玉米单
产最高纪录。建立河南省首家民营种业科技企业院士
工作站，承担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小麦生物育种

及产业化应用项目，被省科技厅誉为“平安种业模式”
在全省推广，连续15年在黄淮冬麦区成为主要当家品
种，推广面积连续4年在河南省突破1000万亩。

编号：07 陈平军，男，54岁，郏县渣园乡青龙湖社区
党委书记

新农村建设者
转让自己的企业带领群众致富，五年内不要工资，

用自己的钱还清村里欠款；带领群众建设新型社区，建
设费、水电费、有线、宽带等费用全免；建设县级最大汽
车贸易市场，每年收入 180 万元，安置剩余劳力 80 余
人；利用本村运输业的优势，成立青龙湖社区运输公
司，拥有运输车辆120余台，年创收900多万元；成立社
区家政服务公司，吸收本村留守妇女 50余人，每人月
收入1500元以上。

编号：08 陈诚，男，55岁，驻马店市植物保护植物检
疫站站长

农科带头人
在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服务等方面做出了优

异成绩。最早引进杂交西瓜新品，在遂平县推广面积7
万亩以上；兴办种子企业开展新品研发，通过五年的努
力，种子基地扩展到 40 万亩以上，产种量达 1.6 亿公
斤。2014 年，近 1100 万亩小麦平均产量突破千斤大
关，取得了历史性大突破。先后主持和实施省部级重
点项目 39项、市厅级重点项目 48项，发表专业论文 39
篇，主编出版著作7部。

编号：09张建设，男，48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孟州市支行客户经理

基层信贷员
五年来，他的电动车换了3次电瓶、两次轮胎，行程

10万公里，先后为三个乡镇、90个行政村中的2900多农
户发放贷款9500多万元，支持了一大批农民养殖、种植、
运输户发家致富。2011年，在震惊全国的瘦肉精事件
中，他管辖的277家养猪户没有一户因受到牵连使贷款
受到损失。一腔热情奉献在农贷战线，帮助农户实现致
富梦。所有贷款无违规、无欠息、无逾期、无不良，在焦
作乃至全省农行系统这都是首屈一指。

编号：10吴树兰，女，57岁，确山县竹沟镇西王楼村
第一书记

驻村第一书记
第一批驻村干部中唯一的女同志，在大吴庄村驻

村期间，为村里建立新型社区，筹资创办村第一个企
业，76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引资1300万元建奶牛小区、
针织公司，解决350名农民就业；村人均收入由2642元
上升到 5600元。56岁的她再次要求到确山县西王楼
村任职第一书记，建立了村扶贫基金会和畜牧养殖协
会，壮大饲养业，培育“竹沟”品牌。完善村小、镇卫生
所建设。自掏腰包为老人、病人、学生解决困难。

编号：11李海福，男，57，新乡市牧野区王村镇高湾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特色种植能手
成立欧美大樱桃农民专业合作社，栽种大樱桃250

余亩，亩效益3万元以上，辐射7个行政村，是豫北地区
规模最大的大樱桃基地。开发三轮车制造业为支柱的
村办企业，由 30多家增长到 60多家，就近转移剩余劳
动生产力900人。村民人均年收入由4000余元增长到
15000余元。修建占地3000平方米的休闲广场，投资4
万元购置健身器材，为群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闲场
所，开展敬老活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编号：12李默，女，50岁，固始县保田农机联合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农机女杰
创造多个第一：创办全县第一家民营农机销售企

业、第一个24小时专业农机服务团队、第一家农机专业
合作社；第一个组织全省机手跨区收割作业；农机销售
和服务覆盖面连续多年居全县第一。牵头组建6家实力
雄厚的农业合作社，成立了“六合农机联合专业合作
社”，流转土地5万多亩，现有正式社员2300多户。每年
多次组织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农机5000多台次，从事
跨区收割作业，年作业面积达1800万亩。

编号：13 陆锡芳，男，74岁，河南省农业厅蚕业研究
院推广研究员

古稀话桑人
他二十多年来扎根农村山区，常年工作在南阳淅川

研究推广第一线，历经艰难开展科技扶贫，发展蚕桑生
产，把科学知识化为经济效益，用真诚和付出感动着群
众。成功经验迅速在全县推开，淅川县的桑园面积大幅
度增加，高峰时达到五万多亩，仅蚕桑单项年产值就达到
近亿元，一跃成为中原蚕桑生产第一大县，1万多农民走
上生态与民富之路。探索大棚养蚕新技术，既可养蚕，又
可在农闲期间栽植木耳、香菇，发展食用菌。

编号：14林峰，男，46岁，沈丘县北杨集乡林寨村党
支部书记

为民好书记
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土地承包使用权

的流转，推动全村土地的流转整合。申请省重点现代
农业项目，改造窝子林、贫瘠地达3120亩。建设千亩农
业高效基地，取得亩产2000斤的好成绩。成立林寨村
林家富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小麦良种繁育和玉米高
产田种植，为农户提供低价化肥、种子，使生产成本下
降20%。自己出资120万元用于新农村建设，先后为村
里建学修路等公益性事业累计投资106万多元。

编号：15赵树英，男，59岁，河南省佳多农林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农作物植保发明家
从事农作物植保工作30年，运用“以虫治虫、以菌

治虫”的植保理念，研发的系列产品在农林业病虫害
监测、防治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出口德国、澳大利亚、
乌兹别克斯坦等 12个国家和地区。以第一人的身份

起草完成七种植物保护机械国家标准，6项产品荣录
《国家农业机械产品目录》。公司年利润 700多万元，
带动上下游企业60余家。流转土地近2万亩建立生态
农林园，带动农民增收约1190万元。

编号：16段新宽，男，51岁，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三
川镇三川村党委书记

致富带头人
个人累计出资 8000余万元建立抱犊寨旅游景区，

安排季节性用工100余人，全村90%的群众依靠旅游业
摆脱了贫穷。村人均纯收入由 2000年的 1300元增长
到现在的6500余元。帮助1100名村民外出务工，累计
年创收 2000 万元。行善 15 年，为村民修桥补路建学
堂、扶危济困上项目，资助300多名特困、残疾农民，硬
化村道 300余条，寻找水源 6处，修建蓄水池 12个，累
计垫资1000万元。

编号：17郭永芳，女，45岁，南乐县农业局农业技术
推广站高级农艺师

最美乡村农技推广员
致力于农技推广工作 26年，推广玉米高产抗病优

品平均单产 721公斤，3年累计推广 23万亩，增产 3059
万公斤，新增纯收益 3021.2万元。小麦优品连续三年
单产排列前茅，累计推广 26万亩，增产 1838.2万公斤，
新增纯收益2205万元。创建小麦、玉米高产示范片15

个，计15.68万亩，平均亩产小麦568.6公斤、玉米617.2
公斤。举办电视讲座 12 期，乡村级技术培训班 166
期。主持和参加完成省（部）市级项目20余项。

编号：18 夏明云，男，57岁，河南省卢氏县狮子坪乡
毛河村党支部书记

当代“愚公”
先后垫资融资1830万元修复多条同村公路共31公

里。积极推行袋料香菇栽培、卢氏鸡和大鲵养殖、野鹿训
化等生态养殖，发展烟叶面积300亩，栽植茶树150亩，使
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元跃至近万元；投资3.45亿元，开
工建设包括毛河红豆杉自然保护区、大鲵馆、老年公寓等
建设；致力改善村庄面貌，建设了文化大院，组织98户搬
迁新居，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和美丽乡村建设，获得了省市
县三级“五个好党支部”、省级“生态村”、市级“文明村”。

编号：19徐建敏，男，39岁，河南天和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

农业发展领头人
通过“蔬菜产业”致富，先后建成了许昌供港蔬菜基

地、濮阳清丰基地，广州从化基地、云南芒市基地、宁夏
银川基地、陕西太白基地等全国12个蔬菜、小麦、水稻、
杂粮等种植基地，总面积3万余亩，每亩土地年产值可达
1.6万元，共吸纳 1.2万农民就业，50%的农民掌握了蔬
菜、稻米、杂粮等种植的关键技术，实现了增收。帮助流
转土地的村庄修路、修建水利设施、添置健身器材，捐助
贫困学生等，累计资金300多万元。

编号：20 谢红兵，男，49岁，河南省森林木华食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

农民企业家
流转土地 1.5 万多亩，截至 2013 年末向国家售粮

12000余吨，带动周边32000多农户增收致富。成立森
林木华食品有限公司，拥有员工830名，其中85％为周
边地区农民工，其速冻蔬菜生产能力在国内同行业名
列前茅。大力发展订单种植，与种植户签订保底收购
合同，带动30000多农户从事蔬菜种植，亩均效益5000
元，人均纯收入达到了6000元。年开展技术培训50余
场次，发放宣传资料10000余份。

2014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候选人事迹简介
候选人事迹公示
今日起开始票选

扎实推进全国扎实推进全国 城市创建城市创建 全面提升省会城市文明程度全面提升省会城市文明程度

整治交通整治交通秩序秩序 倡导文明出行倡导文明出行 曝
台

光长期占道经营不服从管理
机动车（农用车）名单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上周，我市“百
日行动”共查处非机动车、行人违法 5623
起，非法营运车辆 16 台，违规营运车辆 51
台次，纠正突出门店经营两万余家，25个交
通拥堵路口路段的综合整治取得初步成
效，大面积围挡拆除及瘦身对交通缓解发
挥了积极作用。

城区各交警执勤大队共查处非机动
车、行人违法 5623起，其中：处罚非机动车
5249辆、行人374人次，警告教育7500余人
次。12月23日至25日，市公安局交巡警支
队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酒驾交通违法行

为集中整治行动暨“百日行动”非机动车及
行人集中整治统一行动，共查处非机动车
交通违法行为 835 起，行人交通违法行为
43 起，其他交通违法行为 417 起。堵口治
理方面，25个交通拥堵路口路段的综合整
治取得初步成效，其中拥堵情况基本缓解
的有 6 个路口，拥堵情况部分缓解的有 11
个路口，还有 8 个路口的拥堵情况明显改
善。

围挡瘦身方面，本周市城建委对城管
局所属的15项工程进行了围挡瘦身排查统
计，经查除江山路外其余 14项工程涉及围

挡 16.4万平方米，现撤除围挡 15.8万平方
米，瘦身0.2万平方米；地铁2号线国基路站
围挡瘦身出一条道路。

市交通委委属六个执法队会同公安交
警开展联合执法，每天对责任区域进行全
天候 24小时持续高压治理，对非法营运车
辆予以重拳打击。12月20日至26日，市交
通委共出动执法人员 720 人次、执法车辆
163台次，查处非法营运车辆 16台、违规营
运车辆51台次。

依法清理取缔占道经营方面，各区（管
委会）城管执法单位牵头，广泛联系交警、

公安、工商局、办事处等各单位，充分发挥
联合执法优势，积极开展集中行动。专项
行动组专门梳理出全市各区的乱点、难点，
特别是对比较典型的50个乱点难点由媒体
予以报道，督促各区工作。对新出现的零
星占道经营，以宣传教育、疏导为主，劝其
离开主次干道；对长期盘踞在商场、医院、
学校、车站、市场周边的占道经营，加大治
理力度。截至目前，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41105人次，执法车辆 8277台次，暂扣机动
车241辆、非机动车900辆，其他物品14295
件，纠正突出门店经营21954家。

一周撤围挡还路超15万平方米
部门联动纠正店外经营两万多家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中原路西三
环交叉口车流量大，高峰期容易出现拥
堵。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采取民
警路口疏导、压缩公交场站、增加机动
车道等措施解堵情，效果明显。

高峰期路口疏导
昨日9时30分，西环路与中原路交

叉口，民警巴力站在车流中，指挥经过
的机动车迅速通过。

作为我市 25 个堵点之一，该处因
施工曾多次出现较为严重的拥堵问题，
高峰时段常有5名民警到场疏导交通。

“南口、北口、西口围挡较多，路
面塌陷又让这里堵了俩月。”巴力介
绍，为缓解拥堵，五个人分头守口治

乱，手控调节信号灯时长对通过速度
进行控制，指挥车辆提前加快通行。
加大高峰时段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逆
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等行为的处罚
力度，减轻路口交通压力。除交警外，
协警和协管员也担负起疏导责任。

此外，西环路与中原路交叉口南北
两侧都有三环快速二层上桥口，对于屡
禁不止的闯禁行车辆，警方也安排人员
值守和巡查。

骑车走廊道更快
巴力告诉记者，为缓解西三环中

原路口区域出现的拥堵，警方协同各
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不但清理了桥
下长期存在的货车，公交场站也配合

压缩了数十米。
他表示，西环路与中原路交叉口东

南角，非机动车道已改在生态廊道内，原
来的一条非机动车道已改为右转机动车
道。“增加了一条机动车道，左转和直行
的车辆压力减少，南向北拥堵的时间和
次数都减少了。”他认为，新增加的机动
车道对缓解路口拥堵起到了帮助作用。

记者看到，生态廊道内的非机动车
道路面较为宽敞，通行其上的电动车几
乎不会遇到阻碍，在西环和中原路口可
以直接右转或等待直行信号灯放行。不
过，由于市民的习惯和忽视道路标示，多
数市民仍选择在西环路已改为右转机动
车道的道路上行驶，时不时出现人车混
行，给路口交通制造麻烦和危险。

交警严查违规上路电动三轮、四轮车。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豫A9G835 面包车 桃源路卖水果
豫AFT398 面包车 桃源路卖鱼
豫A99513 货车 平等街卖蔬菜
豫A98772 奔马车 东三马路卖蔬菜
豫A2RT83 面包车 瑞达路卖水果
豫AZ861L 卡车 丰乐路与跃进路交叉口北80米卖水果
豫BKG987 卡车 金杯路与宏达路东北角卖水果
豫AH7V57 面包车 棉纺路四厂家属院门口卖水果
豫ND7559 奔马车 棉纺路四厂家属院门口卖蔬菜
豫EC3258 面包车 东风路（丰乐路至南阳路段）卖水果
豫AQ862W 货车 经北二路卖水果

行人、非机动车、
机动车交通违法名单

郜壮壮 41052219880716XXXX 非机动车 走机动车道
赵制理 41142419870605XXXX 非机动车 走机动车道
罗俊杰 41272619810305XXXX 非机动车 走机动车道
魏国强 41282219660815XXXX 非机动车 逆行
李 松 41282119820711XXXX 非机动车 走机动车道
段沙沙 41062219880626XXXX 非机动车 走机动车道
郭灵君 41038119820724XXXX 非机动车 逆行
李 莉 41010819860124XXXX 非机动车 电动车载人
张天广 41272419931120XXXX 非机动车 走机动车道
赵志浩 41062119970314XXXX 非机动车 走机动车道
赵原野 41018219870416XXXX 行人 闯红灯
邱永银 41302319760424XXXX 行人 闯红灯
刘朝利 41048219770429XXXX 行人 闯红灯
袁小妮 41282619750705XXXX 行人 闯红灯
李 根 41142219890106XXXX 行人 闯红灯
刘 泉 62040219660519XXXX 行人 闯红灯
龚雪飞 41270219880213XXXX 行人 闯红灯
赵兰兰 41272519890406XXXX 行人 闯红灯
薛岩博 41132919920119XXXX 行人 闯红灯
何长须 412326197201201512 行人 闯红灯
杜天绪 豫AAD630 机动车 违法停车
郑保华 豫A8777D 机动车 违法停车
郑二军 豫AF8R18 机动车 违法停车
席玉霞 豫AU9E39 机动车 违法停车
赵 灵 豫AF8B83 机动车 违法停车
邹 巍 豫R1L322 机动车 违法停车
河南天道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豫A0JY19 机动车 违法停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