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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感动中原”候选人事迹

04.

孙梅丽，女，

48

岁，三门峡市爱心
之家志愿者协会会长。

孙梅丽于
2007

年
1

月组建志愿者协
会，现已有志愿者

10000

多人，志愿服务
范围涉及助孤、助残等数十个方面。她带
领队员累计做志愿公益活动

25

万小时，

组织公益志愿服务活动
3000

多场，捐款
捐物

500

余万元， 为
43

名身患重病孩子
筹集治疗费

200

余万元， 在山区
26

所小
学建立了“爱心图书屋”，帮扶救助困难弱势群体

15000

多
人。她个人无偿抚养孤残儿童，资助贫困大学生，捐款捐物
20

多万元。

孙梅丽先后获得“第五届河南省道德模范”“河南省文
明市民”“河南省优秀慈善志愿者”“河南省十大爱心女性”

“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

01.

马豹子，男，

44

岁，宝丰县赵庄镇
大黄村支部书记。

宝丰县赵庄镇是闻名全国的魔术之
乡。

1991

年，

19

岁的马豹子组建魔术表演
团队， 走南闯北表演传统文艺节目，

2009

年
8

月，回到家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回村后，马豹子出资
670

多万元，先后
建设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文化大戏台、

留守儿童家园等。 在马豹子的带领下，大
黄村人均年收入从

6000

余元增长到
3

万余元， 辐射带动周边
13

万人就业。 逢年过节他都自费为村里
60

岁以上的老人、低
保特困户以及小学生发放慰问品，并长期对周边特困乡镇进
行脱贫帮扶，成为群众心中最可敬的“爱心书记”。

马豹子先后获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优秀拔尖
人才”等荣誉称号，并被推选为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党代表。

03.

王锋，男，生前系南阳市方城县广
阳镇古城村人。

2016

年
5

月
18

日凌晨，王锋面对一场
突如其来的大火，不顾个人安危，先后救
出住在一楼的家人、小学生及托教老师

6

人，并及时帮助二楼、三楼的房东、邻居
等
10

余人成功脱险， 自己却被重度烧伤
成“炭人”，烧伤面积达

98%

。虽经多方救
治，但因严重感染，在顽强坚持了

130

多天
后，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不幸病逝。

王锋先后被授予南阳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雷锋式好
青年” 称号，“河南省见义勇为好青年” 荣誉称号。《人民日
报》、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集中报道了王锋的事
迹。

2016

年
7

月荣登“中国好人榜”，被南阳市人民政府追记为
二等功，被公安部授予“第三届全国

119

消防奖先进个人”。

02.

王振立，男，生前系开封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王振立在
29

年的工作生涯中始终兢兢业业、勇于担
当。在建设开封西湖的过程中他一马当
先，中意湖仅用

28

天就成功征收
1092

亩
土地； 在新城办事处工作的一年中，他
带领干部群众利用

3

个月时间征收建设
用地

5200

亩， 成功推动了和谐小区、两
校一园等

68

个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创造了示范区速度……

2016

年
6

月
2

日， 王振立因积劳成疾
,

突发心脏病去
世，倒在了开封市夷山大街北延工程项目建设工地上，终
年
49

岁。

王振立先后获得“河南省优秀工作者”“河南省优秀
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

05.

刘利伟，女，

46

岁，伊川县慈善医
院常务院长。

1988

年刘利伟被分配到伊川县人民
医院上班， 看到一些困难家庭的患者因
没钱治病，耽误治疗时机，她抱着让穷人
看得起病的信念，于

1997

年辞职，与现任
院长刘运甲一起创办了伊川县慈善医
院。

1999

年慈善医院承办了“视觉第一中
国行动”白内障扶贫复明活动，让

800

余
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2010

年，“河南省创建白内障无障碍
省活动”在全省开展，刘利伟通过建立五保老人慈善医疗项
目，让老人们得到及时治疗。

刘利伟带领爱心人士建公益慈善超市，合作建立医养结
合的养老院等，通过多种形式救助贫困人员。

2013

年
1

月，刘
利伟入选“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07.

李瑛，男，

47

岁，现任民权县人武
部政委。

李瑛是河南柘城人，自幼丧父、母亲
瘫痪，靠村里救济长大成人。在人武部工
作
10

年间，他先后结对帮扶
27

名孤儿，认
领抚养

4

名“问题少年”，资助
7

名辍学儿
童。

21

名孤儿相继成人后，李瑛动员他们
报名参军，并帮助解决后顾之忧，先后为
13

名孤儿家庭协调军属低保。 李瑛不仅
把孤儿送进军营，还当起“编外指导员”，引导他们在军营建
功立业，成了孩子们心中最可亲的“兵爸爸”。在他的鼓励下，

21

名孤儿战士有
13

人立功受奖，

7

人当上了班长，

16

人被评为
“优秀士兵”。

2015

年
7

月，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活动中，李瑛被评为“中国好人”。

08.

李玉品，男，

72

岁，河南省长垣县
方里镇人，现居镇养老院。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 李玉品就把自
己的五保补贴全部用作购买养路工具。

每天清晨，他都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带着
铁锹、水壶、干粮去义务养路。夏天在烈
日下清理淤泥、疏通涵洞、修补坑槽；冬
天在寒风凛冽中整修路肩、 打扫路面、

清理积雪， 即使生病也坚持不懈。

30

多
年来，他修遍了全镇无数条土路，用坏了无数把铁锹，现在
老人修的路已由村内转移到田间地头，由方里镇延伸到周边
乡镇。

李玉品几十年如一日，义务修路、护路的行为赢得了周
围群众的赞扬。“平凡、朴实、默默无闻的他，就像一颗闪光的
铺路石，成为我们身边学习的榜样。”这是群众对他的评价。

09.

朱婷，女，

22

岁，河南省球类运动
管理中心河南女排运动员。

2007

年，朱婷进入省体校排球队，由
于训练刻苦、成绩优异，朱婷开始在赛
场崭露头角。

2011

年至今， 朱婷多次参
加世界级女排比赛， 并发挥出色。

2012

年，亚洲青年女排锦标赛，中国队夺冠，

朱婷本人荣膺
MVP

。

2014

年， 女排世锦
赛上，她成为中国队最终夺得亚军的重

要功臣。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她不仅是中国女排国家队的
主力球员，更是中国女排当之无愧的“王牌”。她一人贡献
了中国队

40%

的得分，为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冠军立下了汗
马功劳。她成为继郎平和冯坤之后，中国女排奥运历史上
第三位

MVP

得主，也实现了我省三大球类项目奥运会金牌
零的突破。

10.

陈晓磐，男，

45

岁，漯河市临颍县
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指导员兼驻村民
警。

他扎根农村，创新“五步双网”工作
法，有效破解了农村治安难题。近年来，

共化解纠纷
3000

多起， 处理上访积案
40

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00

多名，稳控重
点人员

133

人。他几乎把全部工资用在公
益事业上，为留守孩子捐建“陈晓磐留守

儿童温馨家园”，被媒体誉为“河南留守儿童家长”；为大袁
村筹建文化广场，使村民闲暇有了娱乐之处。

2016

年
4

月，陈晓磐荣登“全国政法英模榜”，

11

月入选
首期“全国公安楷模”。此外，他还先后获得“全国二级英雄
模范”“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等荣誉称号，其事迹被编成
河南坠子《模范指导员》和豫剧《知心人》。

11.

吴树兰
,

女，

59

岁，河南省扶贫开
发办公室副巡视员，现任确山县竹沟镇西
王楼村第一书记。

吴树兰是第一批驻村干部中唯一的
女同志，

2010

年至
2013

年， 在大吴庄村驻
村期间， 她筹资创办村里的第一家企业，

使
76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帮助
350

名农民
就业。

2014

年至今， 她在西王楼村任第一
书记，积极完善村小学、镇卫生所等基础

设施建设，建立村扶贫基金会和畜牧养殖协会，帮助创业农民
争取贷款资金

300

多万元。她曾累晕在牛场，被送进急救室，也
曾掏空腰包成为“月光族”，只为解决村民们的实际困难。

吴树兰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等称号。今年
10

月
16

日，获
2016

年全国
脱贫攻坚奖。

12.

张国华，男，

53

岁，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帘子布发展公司卷绕工。

他的操作技术让日本专家甘拜下
风，被称之为“无影手”；他的异常处置方
法让德国专家竖起大拇指，称他为“神奇
的魔术师”……

35

年来，张国华见证了中
国尼龙

66

帘子布行业的发展历程。 从青
春正好到两鬓斑白， 他始终忙碌在噪音
大、湿度大、劳动强度高这个被行业内称

为“特岗”的卷绕岗位。他整理出的挂丝操作法———“张国华
操作法”，每年可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100

多万元，他所生产
的成品原丝筒子排起来能绕地球数十圈，班中巡回检查所走
过的路累计超过

12

万公里。

张国华被评为河南省石化行业“最美一线员工”

,

先后获
得平顶山市“鹰城好人”“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13.

张文亚，女，

24

岁，许昌鄢陵县安
陵镇于寨石庄村人。

张文亚的母亲李爱云患有肝硬化
,

虽
一直接受治疗， 但她的肝功能已经严重
恶化。今年

8

月，医生诊断李爱云需要活
体肝移植，如不及时进行移植，她的生命
只能延续半年。 正在哺乳期的张文亚当
即给

1

岁的孩子断奶， 决定给母亲捐肝。

由于母亲担心女儿捐肝后影响身体，一
直拒绝女儿的请求。张文亚就一边照顾母亲，一边给母亲做
思想工作。她告诉母亲：“你给我生命，我为你续命，我一定
要救妈妈的命”。

10

月
21

日，张文亚被推进了手术室，从她腹中取出
60%

的肝脏顺利移植到母亲体内。返回病房，恢复意识的她第一
句话还是———“救我妈”。目前，母女俩身体恢复良好。

14.

周水斌，男，

42

岁，郑州市公安局
交警二大队综合业务大厅窗口服务民
警。

1996

年
12

月， 周水斌被确诊患有喉
癌。承受病痛折磨的他却始终坚守本职，

在忙碌的综合业务大厅，他每天接待
300

余名群众，过塑
200

余份驾驶证，为
2000

份
法律文书票据盖上公章……同事劝他多
休息，他却说：“干活儿比吃药管用。”

2016

年以来，周水斌开通微博，发动了不少公益活动。为
了让偏远山区的孩子得到更多关怀，今年

9

月，在周水斌的建
议下，在郑州市公安局的支持下，他和志愿者们在通许、镇平
等地建立起了一座座“平安书屋”。仅

3

个月，“平安书屋”就接
收到图书

3

万余册， 现已分批次将
1.5

万余册图书捐赠到
6

所
贫困学校。

15.

周遂德，男，

70

岁，禹州市颍川街道
办事处东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今年
70

岁的周遂德已在党委书记的
位置上干了

45

年，先后建起塑料厂、钢窗
厂等集体企业，与国内外合资建成

6

家年
产值上亿元的创汇企业，被誉为“中原出
口创汇第一村”。

近年来， 他带领社区居民做强第三
产业， 建成容纳上千商户的“商贸大世

界”和“中华药城”，增加就业岗位
1

万多个。目前，社区年总产
值近

40

亿元， 社区
90%

以上的居民都有自己的致富项目。为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周遂德还兴建学校，开展城中村改造，拿
出
300

多万元慰问帮扶困难户等。

他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
国双十佳新闻人物”“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6.

苗天才，男，

72

岁，济源市农村公
路群众义务监督员， 原济源市思礼镇水
洪池村支部书记。

水洪池村坐落在太行山上， 是当地
海拔最高、位置最偏僻的地方。从上世纪
八十年代起，苗天才带着

7

名党员
,

组织全
村
48

名劳力，经过近
10

年苦战，打通了一
条长

13.5

公里，宽
4

米的出山公路。公路修
通后，山上的矿产资源得到了开发利用，

村子也成为乡村旅游新热点。苗天才认为，公路是村民幸福
的源泉，必须保护好这个源泉。现在，他当起了义务监督员，

公路养护时，他站在旁边监督，保证养护质量；下雨时，他去
巡路，查险情，捡落石。

苗天才被授予“感动河南交通特别致敬人物”等荣誉称
号，他带领群众修路致富的事迹也被媒体广泛报道。

18.

梁琰，女，

35

岁，安阳特殊教育学
校教师。

自
1999

年参加工作以来，她放弃了所
有的假期， 将时间和精力花在学生身上。

面对折翼的天使， 梁琰的任务非常重，很
简单的教学需要花费比普通学校老师多
几倍甚至几十倍时间。 在担任聋生舞蹈
班、盲生鼓乐班班主任期间，她细致耐心
地纠正学生们的动作，创编了适合聋童生

理心理特点的舞蹈校本教材。她先后帮助
10

多名家庭困难的
聋哑学生考上本科， 带领学生们在央视舞台上表演节目。

2016

年央视全国教师节晚会上，她和学生们一起表演芭蕾舞
《哆来咪》和手语舞《最美的你》。

梁琰先后获得“

2016

全国最美教师”“省助残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

19.

黄伟，男，

46

岁
,

商丘市水上义务
救援队队长。

由于多次目睹溺水事故的发生，爱好
冬泳的黄伟于

2008

年
5

月成立商丘市水上
义务救援队。

8

年来，他义务救援
424

次，成
功挽救了

60

条生命， 挽回群众经济损失
700

多万元，救援足迹遍及山东、安徽及省
内多个地市。黄伟不断拓宽志愿服务的范
围， 带领队员走进

486

所学校宣传水上安
全知识，组织

14

名队员一起加入“中华骨髓库”。他以亲历者
的身份成立商丘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服务队，呼吁更多爱心
人士加入捐献队伍。

黄伟先后获得“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八届中
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中华骨髓库五星级志愿者”等荣
誉称号。

06.

刘慧琴，女，

46

岁，西平县供
电公司职工。

结婚
24

年， 她照顾瘫痪的婆婆
13

年， 伺候脑萎缩的公公
3

年。

2011

年
9

月
20

日，刘慧琴的丈夫王三伟在工作
岗位上突发脑溢血，在重症监护室呆
了

40

多天后，王三伟回到家中，身体
也落下了毛病。 刘慧琴每天早上

5

点
起床，做完家务、照顾好丈夫后，才去

上班。为帮助丈夫康复，她在院子里安装护栏，在空调
架下安装康复器材，一有时间就带他出来活动，帮他恢
复记忆。

2016

年
2

月，刘慧琴当选中国好人榜“孝老爱亲”模
范，

5

月被评为驻马店市“天中最美母亲”，她的先进事
迹在中国文明网等多家媒体上宣传。

17.

袁文俊，男，生前系河南省焦南监
狱十七监区（罪犯生活监区） 副主任科
员。

袁文俊所在的部门是监狱的后勤监
区，负责全狱数千名罪犯的一日三餐，被
大家称为“两头见星星、跟着月亮走”的
警察。 他几乎每天早上

4

点多就从家出
发，全天需要组织蒸

2

万多个馒头、烹饪
4000

多斤蔬菜、配送饭菜
40

多次，晚上
8

点多才能回到家中。遇到值班、与犯人谈心，袁文俊经常是
连轴转。

2016

年
9

月
27

日，袁文俊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在
前往工作岗位的路上以身殉职，年仅

45

岁。

25

年的职业生涯， 袁文俊始终工作在监管改造的第一
线，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警察、优秀公务员和先
进工作者。

21.

新乡市公安消
防支队（团体）

2016

年
7

月
9

日、

19

日，新乡市连遭特大暴
雨侵袭，累计降雨量突
破历史极值， 民房进
水、道路中断、群众被
困。大灾面前，新乡市
公安消防支队全体官

兵在滚滚洪流中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争分夺秒转移病人、

孕妇，泅渡孤岛营救危难百姓，深入险境解救被困群众，死
看硬守护卫堤坝安全……

7

月
9

日、

19

日，全市消防部队累计参与救援
206

起，抢救
被困人员

315

人，疏散群众
2000

余人，抢救保护财产价值上
亿元，用赤胆忠心和血肉之躯筑起了抗击洪魔的坚强柱石。

因抗洪抢险功绩显著，支队先后有
3

个基层单位被荣记
集体三等功，

4

名官兵被荣记个人二等功，

17

名官兵被荣记
个人三等功，

35

名官兵受到通报表彰。

20.

郑州人民医院
医护群体（团体）

今年
3

月以来，短短
8

个月时间，郑州人民医
院先后涌现

7

位正能量
“网红”。 他们是公交车
上抢救晕倒老人的“最

美护士”马丹，怀抱患儿工作的“袋鼠妈妈”许姝悦，雨中跪
地救人的“最美女孩”张鑫娜，七夕约会路上抢救路人的“红
衣勇士” 李笑展， 如意湖畔抢救晕倒老人的急诊大夫赵刘
凯，非医务人员也能积极抢救老人的安华、李雪，医院电梯
里为晕倒老人口对口吸痰的护士长马琳娜。

7

位“网红”都是最普通的医护和行政人员，他们的善举让
一个个死亡边缘的人脱离危险， 在社会上掀起一次次温暖感
动的浪潮，引发千万网友称颂、点赞，被人们称为“郑医现象”。

2016“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选票
01

马豹子 06

刘慧琴 11

吴树兰 16

苗天才
02

王振立 07

李瑛 12

张国华 17

袁文俊
03

王锋 08

李玉品 13

张文亚 18

梁琰
14

周水斌 19

黄伟
04

孙梅丽
15

周遂德
09

朱婷
10

陈晓磐
05

刘利伟
20

郑州市人民医院医护群体（团体）

21

新乡市公安消防支队（团体）

备注：

1.

报纸投票详见省内各大报纸。您可在您支持的候选人后一栏中打“

√

”，每张选票限选个人
10

人，

团体
1

个，多选无效。

2.

选票邮寄地址：郑州市郑花路
18

号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感动中原”组委会办公室（收）。

邮编：

450008

联系方式：

65605232

、

65605252

3.

网络投票请登录大河网（

www.dahe.cn

）、河南日报金水河客户端、微信投票请关注“都市频道”微信
公众号，根据相应要求进行投票。

4.

选票复印无效。 截至日期：

2017

年
1

月
4

日
24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