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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感动中原”年度人物候选人事迹简介
01 号王保华，男，43 岁，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建井三处第六项目部职工。
2018年 1月 1日，甘肃省金昌市龙泉

公园内一名 6岁男孩坠入湖中冰窟。 在附
近游玩的河南矿工王保华见状，毫不犹豫
地脱掉厚重的冬衣， 只剩一条红裤头，躬
身走上了冰面。 接近男孩时，他匍匐在冰
面上，在同伴的帮助下，奋力伸手把编好
的藤条递向水中挣扎的男孩，最终将其成
功救出。 事发后，甘肃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共同寻找“红裤头”好人，中央电视台也报
道了此事。一时间，“红裤头”救人的暖人事
迹，在寒冷的冬天引起了强烈反响。

02 号王晓惠，女，57 岁，河南省住建
厅住房保障处调研员。

1987年参加工作至今， 王晓惠把青
春和热血奉献给了我省的住建事业，被誉
为新时代的“女鲁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奇迹。 她主持研制的《基桩动测资质考核
模型桩基地的研究应用》， 填补了国内空
白；任职质监站期间，填补了我省没有全
国装饰工程奖的空白；负责全省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发现整改工作期间，
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总量位居全国
前三位，公租房开工总量连续五年居全国
第一位。 2008年，王晓惠主动奔赴汶川地
震现场，高标准超负荷完成万余套板房建
设质量检测任务。 因过度劳累，从震区返
回不久她被确诊为乳腺癌，但是依然保持
工作上的狠劲、精神上的韧劲、事业上的
拼劲， 克服六次化疗带来的各种病痛折
磨，坚持工作在一线。

03 号王培，男，36 岁，漯河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警员。

2018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4 点左右，
漯河市区一家银行内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名年轻男子因故劫持了一名女保安。为
避免犯罪嫌疑人过于激动而误伤人质，市
公安局特警支队警员王培用绳子背绑自
己的双手、用鞋带绑住双脚，前去替换人
质。 在跳到犯罪嫌疑人身边之后，王培趁
其不备果断将其制伏， 成功解救人质，而
王培的左眉骨被剪刀划伤， 骨头外露，鲜
血顺脸流下，瞬间染红了警服。

04 号刘成晓，女，51 岁，郑州市公安
局商城路分局案件侦办大队教导员。

从事刑侦工作 17 年来，无论是当一
名普通的侦查员，还是代理刑侦大队大队
长， 刘成晓始终战斗在打击犯罪的第一
线、冲锋在惩凶除恶的最前沿。 她先后参
与和组织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2300 余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2600余名， 曾破获“5·
13”黄金大劫案、“9·13”四川凉山一犯罪
团伙系列入室盗窃贩毒案、“1·5” 团伙电
信诈骗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被称为“警
界神勇花木兰”。因突出表现，刘成晓荣立
个人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2 次，被评为全
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05 号刘海科，男，53 岁，河南省武术
运动管理中心散打队总教练。

执教以来，刘海科所带队员获得包括
奥运会、青奥会、世锦赛等在内的多个国
际、国内重要赛事的冠军，特别是 2018年
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十八届亚运会武
术散打比赛中，他所执教的河南散打队 3
名队员全部夺得冠军，开创了河南散打队
在亚运会比赛中参赛人数最多、获得金牌
最多的纪录。他力主在塔沟武校成立武术
艺术表演团， 开创了武术表演的新领域，
带领队员 15 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让
海内外观众看到了少林武术的博大精深。

06 号 闫亚隆 ，男，生前系周口市消
防支队郸城县大队交通路中队消防员。

2018年 12月 6日 11时 10分， 周口
市消防支队郸城县消防大队接到警情：郸

城县一污水管道在进行疏通作业时发生险
情，2名作业人员被困。警情如令，综合班班
长闫亚隆带领 4 名消防队员立即前往救
援。 救援中，坑道突然坍塌，闫亚隆在生死
关头下意识地把战友推开， 自己却被掉落
的土方砸倒身负重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
英勇牺牲，献出了年仅 22岁的宝贵生命。

07 号 李庆军 ，男，生前系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员额法官。

李庆军长期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忠于
职守，秉公办案，近 3 年来主审案件 217
起，无一错案和上访缠诉，收到良好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14年，他被医院确
诊为尿毒症，在腹部通过手术置入“腹透
管”每天进行腹膜透析，并需每月一次到
北京复查身体。 为了节约看病时间，他总
是在火车上做透析，保证检查完身体当天
就能坐火车返回到办公室工作。 2016年，
李庆军又突发脑梗塞住院治疗，他把工作
带到了医院，在医院审阅案件材料。 2018
年 9月 28日，李庆军因长年超负荷工作，
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与世长辞。

08 号 李 芳 ，女，生前系信阳市浉
河区董家河中心校绿之风希望小学教师。

2018年 6月 11日下午放学，李芳护
送学生离校返家， 行至离学校 50米的十
字路口时，一辆满载西瓜的无牌照三轮摩
托车闯红灯急速驶来， 且毫无刹车迹象。
危急时刻，李芳冲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挡
护学生，并奋力将学生推开。学生得救了，
李芳却遭到严重撞击， 经多方抢救无效，
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 4 时逝世。 6 月下
旬， 教育部追授李芳为全国优秀教师，并
发布了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向李芳同志
学习活动的通知。

09 号李俊贤，男，90 岁，中国工程院
院士。

李俊贤是中国火箭推进剂创始人之
一、中国聚氨酯材料奠基人之一，我国著名
的化工合成专家，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
家。 李俊贤参与主持的固体推进剂用端羟
基聚丁二烯的中试研究，满足了 30多种火
箭、导弹型号的需要。 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
级奖励，“液体单元推进剂－鱼推－3研究”曾
获 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8
年 6月 8日，李俊贤偕夫人丁大云，把他们
省吃俭用积攒的 300万元捐献出来， 设立
博士创新基金和困难帮扶基金， 引发媒体
关注报道，洛阳市委发布了《关于开展向李
俊贤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10 号李健，男，48 岁，南阳市桐柏县
埠江镇付楼村支部书记。

2012年， 电工李健在一次检查变压
器时因公致残失去右臂，面对家中因脑溢
血偏瘫的妻子、 智障的弟弟和年迈的父
亲，不甘生命如此的他身残志坚，积极做
康复训练并投入到种植业中，摆脱重重困
难脱贫致富，成为带领全村百姓致富的带
头人。 通过几年的努力，村里建成千亩特
色产业园，誓将“付楼”变“富楼”。 2018年
10月 1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中外
记者见面会上，李健作为基层残疾人脱贫
代表出席会议并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介
绍我国残疾人脱贫情况。

11 号李婧源，女，13 岁，漯河市临颍
县杜曲镇一中学生。

2010年， 李婧源在外打工的父亲脑
出血成为植物人，为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母亲只好外出打工挣钱，照顾家里的
重担就落在李婧源和姐姐身上。姐姐上高
中后，李婧源独自照顾瘫痪的爷爷、植物
人的爸爸以及年幼的弟弟，奶奶因为糖尿
病、高血压只能简单帮助她。 面对命运的
不公，李婧源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勇敢担
当、微笑面对，深受感染的村干部和街坊

邻居也都尽量地去帮助这个可怜的家庭。
12 号 李道洲 ，男，生前系空降兵某

旅直升机团四级军士长。
李道洲，信阳市光山县人，牺牲前为

空降兵某旅直升机团场站汽车连七班班
长。 2018年 3月 3日下午，在武汉家中休
假的李道洲冲进火场救人，与他人共同救
出 2人后，救第 3人时壮烈牺牲。 2018年
3月 15日， 共青团河南省委追授李道洲
同志“河南省见义勇为青年英雄”荣誉称
号。 8月 13日，空降兵某军给三闯火海救
人英勇牺牲的李道洲烈士追记一等功大
会，在其生前所在部队隆重举行。11月 22
日， 武汉市第十五次见义勇为先进群体、
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武汉会议中心举行，
李道洲获“见义勇为英雄”称号。

13 号宋瑞，女，54 岁，国家统计局驻
信阳市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扶贫干部。

2012年 10月，宋瑞被国家统计局河南
调查总队党组派驻信阳市息县路口乡弯柳
树村驻村扶贫。靠着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理
想信念， 她六年如一日坚守脱贫攻坚一线，
至今已三轮驻村。 她坚持“扶贫先扶心，党建
是根本”，克服种种困难，走出一条“党建引
领，文化扶心，产业形成，脱贫致富”之路，在
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并获得 2018年全国脱
贫攻坚贡献奖、优秀扶贫案例。

14 号张效房，男，98 岁，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1945年， 张效房毕业于国立河南大
学医学院，迄今已从事眼科工作 73年，是
我国眼内异物研究的奠基人和眼外伤专
业的学术带头人。他在眼内异物定位和摘
出方面有 38项发明和改进， 还在医院创
办了英文查房制度，为我国乃至国际眼科
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自己要求很严
格，每次外出会诊、讲座、手术演示时，他
都会事先声明，不要任何馈赠、不收任何
报酬。 如今，98岁的他仍然坚持在一线义
务坐诊看病，在他的带动下，很多已退休
的名医学生也重回一线坐诊。

15 号赵粉艳，女，38 岁，济源市第二
人民医院急诊医生。

2018年 5月 20日，赵粉艳随 120急
救车到达晋济高速车祸现场紧急救援驾
驶室内的司机。 当时，货车车头悬在万丈
深渊上方，她不顾个人安危，扒着几乎悬
空的车头救助患者，询问伤者病情，不断
呼喊伤员，并安慰伤员情绪。 当救援的消
防员提醒她注意安全时，赵粉艳才低头发
现自己身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稍有不
慎就会摔进万丈深渊。随后，环球时报、央
视新闻、 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
赞扬赵粉艳的职业担当。

16 号费尔南多·卡兰加， 男，27 岁，
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外籍球员。

费尔南多·卡兰加，巴西人，现效力于
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 2018 年 10 月 28
日晚， 建业主场 2:0战胜北京国安， 27
岁的卡兰加在下半场打入了建业的第一
个进球，为球队取胜立下首功，拿到了保
级路上宝贵的 3分。 在比赛中，卡兰加在
对手的冲撞下多次表示自己坚持不住了，
但最终他还是咬牙打满了全场，帮助建业
取胜。赛后，经检查，卡兰加脾脏破裂导致
腹腔出血，出血量达 2700毫升，占他身体
出血量的 43％， 医生为他做了部分脾脏
摘除手术。目前，卡兰加已经康复出院，正
在静养，等待重返赛场。

17 号郭爱萍，女，45 岁，焦作市公交
二公司 28路公交车驾驶员。

郭爱萍是焦作市公交二公司 28路公
交车驾驶员兼郭爱萍劳模创新工作室负责
人，全国劳动模范。 从事驾驶员工作 20多
年来， 她把十米车厢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

舞台、传播精神文明的阵地，立足岗位、真
诚服务、视乘客为亲人。 2014年，公交公司
以她的名字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 她带
领大家一起，用微笑服务乘客，以深情感动
乘客，对待老弱病残孕乘客更是细心、耐心
和热心，被乘客亲切称为“微笑天使”。

18 号郭遵卫，男，56 岁，濮阳市华龙
区濮东办文化站站长。

郭遵卫是濮阳市华龙区濮东街道办
文化站站长，华龙区遵卫志愿服务队负责
人。 他三十年如一日做好事，只要看到有
困难或需要帮助的人， 就会伸出援手，给
予力所能及的关爱。郭遵卫坚持默默无闻
地救济、照顾父母双亡的 9岁小姑娘和她
80岁的奶奶， 让她和正常家庭的孩子一
样成长。 以他为原型的现代戏曲《好人郭
遵卫》、微电影《好人一生平安》在社会上
引起强烈反响。

19 号陶留海，男，40 岁，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职工。

陶留海，国网公司最年轻的十大专业
领军人才，全国输电线路带电作业领域专
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
500千伏、1000千伏等特高压输电线路建
设、 运维检修带电作业等生产检修工作，
为推动我国带电作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他曾获得发明专利 8 项、 实用新型专利
30余项， 并荣获中国电力创新奖一等奖
等 20余项。 2018年，他参与主持编写了
我国第一部有关特高压直流接地极线路
的带电作业专著《特高压直流接地极线路
带电作业技术》。 作为一名从基层技工成
长起来的领军人才，陶留海展现了时代所
呼唤的大国工匠精神。

20 号曹建新，男，45 岁，郑州市荥阳
市汜水镇新沟村农民。

曹建新 5岁时不慎触电失去双臂，却
用坚强的意志学会独立生活， 自强不息。
成人后学会放羊维持生计，他不仅自己克
服困难摆脱贫困， 而且还积极回馈社会，
向需要帮助的村民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
三次主动申请退出低保，同时成立养殖合
作社，带领其他贫困户一同创业，走上脱
贫致富路。 作为励志榜样，“无臂羊倌儿”
曹建新被多家媒体进行专题报道。

21 号河南能源义煤公司赴青海创业
者集体“义海人”（群体）。

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青藏高原，有
一群来自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的“煤亮子”，
他们用 15年创造了高原煤矿的奇迹。 他
们凭着一腔报国的热忱， 在青藏高原、祁
连山脚下、柴达木盆地边缘，在严重缺氧
的 4200米高海拔上，用汗水滋润“煤亮子
奇迹”。 他们打破“采煤就是破坏环境”的
魔咒，使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举，探索
出可持续发展之路。

他们就是“义海人”，河南能源义煤公
司赴青海创业者的集体名称，在雪域高原
被称为“最美河南人”，他们创造了一个独
有名词“义海精神”。

22 号河南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群体（群体）。

河南省红十字会自 2003 年设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以来，有超过 700
名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其中 3名志愿
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分别救助 3 名和他们
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的生命。我省造血
干细胞捐献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曾荣获先
进集体、工人先锋号等多项荣誉。

志愿者群体凝聚河南人爱心的生命
种子播撒在全球各地，不仅挽救了血液病
患者的生命，也为即将破碎的家庭带来新
的希望，并在全社会引领捐献助人的社会
风尚，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