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

4

2016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 责编：肖东审读：晓燕组版：徐冉

社长：钱长琨总编辑：张家彬值班负责人：赵雪峰值班主任：韦海俊社址：河南省信阳市中山路４７号 记者部：６２２５０００ 读报纠错有奖：６２65227 广告部：６２６３９６５ 法律顾问：卢霖一印刷：信阳日报社印刷厂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４１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１ 零售价：1．00元

2016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候选人产生

本报讯（记者辛平）记者
12

月
9

日从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杯———

2016

年
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了解到，经过初评环节，推出
了

20

名候选人
,

评选工作正式进入投票环节，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踊跃投
票。

此次评选活动由河南电视台、河南影视集团主办，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
道、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推介活动组委会承办，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委
农村工作办公室、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河南省水利
厅、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林业厅、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作为活动指导单位

联合举办。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省十次党
代会精神，通过开展评选活动，展现我省农业持续增效、农村持续发展、农民持
续增收，展示农业战线干部群众良好精神风貌，充分发挥三农人物的带动提升
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激励全省人民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
到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伟大实践中。

评选活动自
10

月
20

日启动以来，按照在推动“农业持续增效、农村持续发
展、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标准和要求，本着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截至

11

月
10

日，全省有关单位向评选活动组委会推荐符合条件的候选

人
77

名。这
77

名候选人涉及三农工作的方方面面，既有美丽乡村建设典型，又
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既有先富带后富典型，也有农村基层工作者；既有
精准扶贫典型，又有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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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评选活动组委会组织评审会进行了初
评，确定并公布了

20

名候选人。

评选活动组委会同时公布了候选人事迹简介，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踊跃
投票，选出心目中的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杯———

2016

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
物”。

编号
:01

王波涛，

男，

43

岁， 滑县留固镇
大新庄村党支部书记

事迹： 农民的好公
仆。

2011

年以来，他先后
投资

1700

多万元， 流转
土地

2200

余亩， 为当地
发展日光温棚

550

余个，

形成基地种植、 农产品
深加工、 物流销售的产
供销链条， 年产值

3600

多万元，净利润
1400

多万元，每年每亩地净利润
1

万余元。

2015

年，在当地遭受暴风冰雹灾害后，

他积极组织开展重建工作，当年即见效益。他带
动本村及周边

260

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每年雇
佣季节工达

1000

余人。

荣誉：省优秀共产党员、省农民工返乡创业
之星、省创业新星、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

（推荐单位：滑县县委宣传部）

编号
:05

刘林双，

男，

47

岁， 南阳市唐河
县林双农作物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事迹： 共同致富领
路人。 他创建的农作物
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
资金

364.37

万元， 现有
成员

146

户。合作社与河
南省农科院建立合作，

带领当地农民种植黑花
生、 黑芝麻等黑色无公害杂粮； 开展农产品种
植、加工、烘干和分装销售等业务，年加工无公
害杂粮

1000

吨，实现销售收入
2000

万元，年盈利
140

万元；利用网络平台让无公害农产品进城进
超市进入千家万户，带领当地农民发家致富。

荣誉：省“五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推荐单位：南阳市委宣传部）

编号
:04

刘正礼，

男，

54

岁， 信阳市光山
县青龙河农业机械化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事迹： 新型经营主
体带头人。 他以土地承
包、科技种田、兴办农业
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等形
式，艰苦创业

13

年。他的
合作社建成万亩区域
化、 标准化优质水稻生

产基地，被评为“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
地”。 他的合作社示范推广水稻新品种

7

个，

2016

年售粮
270

多万公斤， 累计完成作业面积
7.4

万余
亩，年平均收入达

790

多万元，社员年均纯收入达
3.6

万元，

126

户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突破
8000

元。

荣誉： 全国种粮大户、 全国农机合作示范
社、省劳动模范、省农村优秀实用人才。

（推荐单位：信阳市委宣传部）

编号
:03

代玉建，

男，

34

岁， 兰考县仪封
乡代庄村党支部书记

事迹：敬业爱民好
干部。他为村里争取资
金

35

万元完成安全饮
水工程，新修村内公路
2500

米
,

河道清淤
3500

米。个人捐资
90

余万元
新建村室及设施。为发
展高效农业，他创办农

民合作社
,

流转土地
1600

多亩
,

吸收社员
400

户，

其中贫困户
31

户， 带动
115

人脱贫， 村集体经
济收入实现由零向

20

万的突破。 在他的领导
下，村里积极招商引资，新建食品、灯饰公司，

解决当地闲散劳动力就业问题。

荣誉： 省优秀共产党员、 省优秀人民调解
员、兰考县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干部。

（推荐单位：兰考县委宣传部）

编号
:02

王鹏，

男，

45

岁， 河南亨通粮
油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事迹：芝麻状元。先
在外打工，后返乡创业，

他带领本乡农户种植芝
麻， 成立食品公司，

2014

—

2016

年合计上缴
税金

1800

万元， 出口创
汇额

2200

万美元； 安排
就业人次

1200

余人
,

带
动周边白芝麻种植

100

万亩。通过“公司
+

基地
+

农户
+

二次分红”的方式，建设
2

万亩白芝麻种
植基地，免费提供种子并保价收购，农户每亩提
高收入

500

元。他累计扶贫捐款
500

多万元，累计
扶贫

3.6

万户；

2016

年精准扶贫
120

万元。

荣誉：省劳动模范、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

2016

年荣登中国好人榜。

（推荐单位：新蔡县委宣传部）

编号
:06

任清海，

男，

74

岁， 平顶山市叶
县清海源核桃种植有限
公司董事长

事迹： 山乡绿色使
者。

2002

年，

60

岁的他返
乡创业，从打井修路、挖
塘种树做起， 创建核桃
种植有限公司。 通过土
地流转， 个人投资上千
万元， 采取“公司

+

基
地
+

农户”的方式经营运作，建成万亩核桃产业
基地。在他的带动下，当地

900

多户农民也开始
种植核桃树，实现了核桃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他
的公司采取绿色生态养殖模式，树上结果，树下
散养柴鸡、黑猪，实现双赢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荣誉：全国绿化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平
顶山市劳动模范。

（推荐单位：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编号
:07

杨来法，

男，

63

岁， 洛阳市栾川
县潭头镇拨云岭村村支
部书记

事迹： 山区古村寨
的当家人。 他退伍回村
后一直从事村委工作，

自
1999

年担任支部书记
以来， 带领党员群众筹
措资金

12

万元修路、架
桥、开荒、建水窖；组建

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果木事业，种植核
桃树

4

万余棵，在核桃树下栽种牡丹，其中油用
牡丹

1050

亩。 村里通过开发观光农业和特色旅
游产业建设，使村民人均年收入由

300

元提高到
8000

元，世代贫穷的山村古寨彻底脱贫。

荣誉：洛阳市林业生态先进个人、栾川县抢
险救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

（推荐单位：洛阳市委宣传部）

编号
:08

李树祝，

男，

46

岁， 鹤壁市淇县
西岗镇秦街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事迹： 美丽乡村使
者。作为第一书记，他带
领村“两委”干部和全体
村民， 以美丽乡村为重
点，持续加快家乡建设。

自己垫资
120

余万元，为
村集体办水泥构件厂，

用自己生产的路沿砖、路沿石、树围构件，整治
村里环境；对村内

7

条道路、下水道进行修缮，新
建两层共

20

间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建设朝歌民
俗文化体验地———秦街村小吃街， 入驻商户达
到
50

余户，改写了集体经济空白村的历史。

荣誉
:

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淇县农村带头
人金雁奖。

（推荐单位：鹤壁市委宣传部）

编号
:09

李振江，

男，

54

岁， 河南省粮源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

事迹： 辣椒种植土
专家。他自主选育的

6

个
花生品种已通过国家或
省级鉴定； 自主选育的
小麦、 玉米品种已通过
国审、省审

5

项，获
3

项国
家发明专利； 制定朝天

椒杂交制种国家行业标准，自主制定《小麦
-

朝
天椒间作套种技术规程》漯河市农业地方标准。

他牵头成立辣椒专业合作社， 带动全县小辣椒
种植达

35

万亩，实现亩均种植效益
3500

元；推广
面积

150

余万亩，被确立为国家级示范合作社。

荣誉：省优秀农村实用人才、漯河市劳动模
范。

（推荐单位：漯河市委宣传部）

编号
:10

张海洋，

男，

53

岁，河南省农业科
学院芝麻研究中心主任

事迹： 农科专家。他
组织全国主要科研力量
完成芝麻基因组计划，首
次发现

13

个芝麻优异基
因群；自主创新芝麻远缘
杂交、

EMS

诱变、 遗传转
化等种质创制技术体系，

创造出亩产
268

公斤的世
界纪录；选育芝麻新品

17

个，累计推广
1257

万亩，占
全国

30%

以上；开展国际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与苏丹等

5

个国家联合开展国际芝麻种植建设。

荣誉：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
奖、全国芝麻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3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授权
发明专利

14

项。

（推荐单位：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编号
:11

张新四，

男，

46

岁， 驻马店市驿
城区水屯镇关帝庙村党
支部书记

事迹： 新农村建设
带头人。 他放弃百万年
薪， 返乡投身新农村建
设，投资

274

万元，修建
150

米深井安全饮水厂，

彻底解决了全村
4000

人
吃水难问题；将小集镇

5

米宽街道扩宽到
37

米； 建成
100

余套
400

多间的
综合商贸城，新增上千人创业就业；推行“致富
帮带”工程，共帮助

120

多户，协调资金
360

多万
元，寻找项目

26

个，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
160

余
人。村民年人均收入由

2600

元上升到
7600

元，累
计增加年收入

1000

多万元。

荣誉：省劳动模范、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驻
马店市十佳文明农民。

（推荐单位：驻马店市委宣传部）

编号
:12

张德超，

男，

50

岁， 周口市沈丘
县纸店镇卢庄村村委会
主任

事迹： 新农村建设
带头人。 他投资

3

亿多
元，流转土地

3000

余亩，

建成生态农业示范园
区， 利用产业扶贫带动
周边

10

多个行政村
2

万
多农民致富， 人均年收

入由
5000

余元增长到
1.5

万余元。

28

年来， 他扶
贫帮困累计捐助

800

万元。任村主任后，他投资
6

00

余万元，修建道路
6000

多米；个人对本村
65

岁以
上的老人和比较困难的家庭，每年每人发

1000

元生
活补贴金和就业基金，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荣誉：全国新农村建设带头人、中华优秀村
委会主任、 中国企业信用论坛组委会推动中国
产业经济创新发展领军人物。

（推荐单位：周口市委宣传部）

编号
:13

范战标，

男，

47

岁， 郑州市登封
市唐庄乡范家门村党支
部书记

事迹： 基层脱贫带
头人。在他的领导下，村
里对全村

219

户贫困群
众采取易地搬迁方式开
展扶贫，并对“空心村”

实施改造；为建设“中岳
唐庄·世界心谷”旅游扶

贫项目，争取政策资金五千多万元，此项目建成
后每年将为每位贫困群众增收万元以上；让农民
以宅基地入股， 耕地租种的方式实现三份收入，

村民年人均收入从
2000

多元提高到
5600

多元。个
人及其企业对村中基本建设投入

700

多万元，

2016

年率先完成全村全面脱贫攻坚任务。

荣誉：郑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郑州市“三平”

十大杰出青年。

（推荐单位：郑州市委宣传部）

编号
:14

南安亮，

男，

60

岁， 三门峡市灵
宝市尹庄镇前店村党支
部书记

事迹： 产业脱贫带
头人。

2014

年他在村内流
转土地

350

亩建设高标准
香菇基地，投资

7000

万元
建成标准化大棚

100

个，

累计安置本村及周边村
富余劳动力

600

余人，实
现劳务收入

1000

余万元；带动食用菌种植
1.7

万人，

年增收
8500

万元；帮助灵宝市朱阳镇
727

个贫困户
每年总增收

362

万余元，帮助高稍村
45

户贫困户代
养菌棒

7.35

万袋，每户每年增收
3200

元。自
1994

年
担任村干部以来，共计捐款

233

万元为村里架桥筑
坝、硬化路渠、植树造林、实施亮化美化工程。

荣誉：三门峡市劳动模范、三门峡市优秀村
党支部书记。

（推荐单位：三门峡市委宣传部）

编号
:15

姜建瑛，

男，

46

岁， 河南坤元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事迹： 畜牧养殖领
军人。 他的公司流转土
地
4000

余亩， 投资
1800

万元， 建设年出栏肉羊
6.2

万只的大型养羊场，

走“有机秸秆—羊—

肥—粮” 循环经济发展
之路； 建成年屠宰肉羊

16

万只的加工厂。他组建的羊业专业联合社，发
展农户

262

户，从业人员
3800

余人，户年收入增加
6.7

万元以上；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户年均收入
达到

4.7

万元；独创“银企户”合作模式，为养羊户
担保贷款

5276

万元，户均养羊
350

只，年出栏
1100

只，户年均纯利润达
15

万元以上；解决农户“缺资
金、缺技术、缺市场”的难题，带领更多农民致富。

荣誉：省十佳科技型创新企业家。

（推荐单位：汝州市委宣传部）

编号
:16

高建涛，

男，

44

岁， 河南省水利
第二工程局项目经理

事迹： 呕心沥血水
利人。大学毕业后，因业
务能力突出，他成为当时
局里最年轻的项目总工。

所承担的南水北调郑州
项目得到国调办、中线局
领导的高度赞扬。出山店
水库是“十三五”期间纳

入规划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他任施工一标
的项目经理，带领全体职工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全
面完成目标任务。他所承担的工程，为河南省

2016

年参加国务院水利系统质量体系考核， 取得全国
第二的好成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荣誉：省百项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奖、南水
北调先进个人、河南水利系统“五一劳动奖章”。

（推荐单位：河南省水利厅）

编号
:17

郭法路，

男，

43

岁， 焦作市田友
农机合作联社理事长

事迹：农机合作保丰
收，他带领农机专业合作
社开展水稻机械化插秧推
广示范、玉米机收及深松
整地作业、小麦跨区机收，

累计作业
112

万余亩，社员
总增收

3360

万元。流转土
地
3200

余亩，托管土地
1

万
余亩， 带动武陟县周边四个乡镇

36

个村的农机、种
植、养殖共

600

余户，增收
5000

余万元。任圪店
乡郭庵村党支部书记以来， 为村里修路

2500

余米，

建幸福院
2500

平方；引进养殖产业解决贫困户就业，

全村养殖户增加
30

多家，年新增产值
1000

余万元。

荣誉：全国种粮大户、全国创新示范合作社
30

佳、全国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推荐单位：焦作市委宣传部）

编号
:18

耿瑞先，

男，

47

岁， 新乡市凤泉
区耿庄村党支部书记

事迹： 新农村建设
带头人。

1995

年以来，他
先带领耿庄村“两委”班
子，不畏艰难，用自己的
一腔热血和实际行动改
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
貌， 把一个负债

168

万
元、 人均收入不足

700

元、工业产值为零的贫困村，打造成
2015

年全村
经济产值达

8.7

亿元， 上缴国家税金
2370

余万
元， 村集体收入

3452

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4600

元的国家级文明村、富裕村，实现了耿庄
村农民、农村、农业的翻天巨变。

荣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十大杰出村官、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

（推荐单位：新乡市委宣传部）

编号
:19

程治广，男，

32

岁，开封市三得畜
禽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

事迹：扶贫帮带典型。他创办禽业养殖专业
公司，建立

500

多个养殖基地，发展
8

个养殖小区，通
过“公司

+

基地
+

小区”的产业化模式，吸纳
1000

多
名农民工返乡就业。他创新合同化养殖，对农户承
诺确保利润保本收购； 以助力养殖户脱贫为目标，

垫付资金及设备，仅一年时间，当地涌现出
80

多个
贫困养殖户，饲养肉鸡

300

多万只；

2016

年辐射带动
周边县市

10000

余人参与养鸡事业，使每个农户
增收

10

万余元，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1

亿多元。

（推荐单位：开封市委宣传部）

编号
:20

韩敬哲，男，

53

岁，商丘市柘城县大仵
乡胡家山村吉庄农民

事迹：农民发明家。他只有高中文化，但在十里
八村却是出了名的“科技迷”。自费购买了上千本专业
书籍，在仅有几平方米的工作室，自学机械原理和家
电维修。为了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他想方设法改变
生产方式，先后发明了浇水管收卷机、辣椒收割机、辣
椒移栽机等农用小器械。辣椒移栽机不仅获得国家专
利，还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我爱发明》栏目播出。

荣誉： 柘城县辣椒组委会授予辣椒生产机械创
新奖。

（推荐单位：商丘市委宣传部）

土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