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高 质 量 人 才 引 领 高 质 量 发 展
—南阳市第八届拔尖人才事迹展示

把好的品种种植在稻

田里，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

端在自己的手里，让丰收的

喜悦闪耀在稻农脸上……

从事水稻育种及栽培技术

研究 20多年来，郭俊红为南

阳稻区的水稻产业默默作

贡献。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对于农业科研来说，最重要的

目标就是培育出高产优质的

新品种。水稻育种的过程充满了苦和累。“苦”的是，水稻的

播种、育秧、移栽等整个生育期都处在炎热的夏秋季节。

“累”的是，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风雨无阻观察记录。培育

一个优良的水稻品种至少需要10年时间甚至更长，成功的

概率不到万分之一。阅“稻”无数让郭俊红练就了好眼力，

一大片稻田里他扫一眼就知道哪株水稻有“料”；同时他还

练就了一手“绝活”，咀嚼米粒就知道稻米的品质。

水稻人工授粉是培育良种的重要环节。水稻开花

散粉仅有关键的 3到 5天时间，如果错过了，一年的辛苦

便会前功尽弃。2012年是他工作中记忆最深刻的一年，

上班途中郭俊红突遇车祸，左腿粉碎性骨折，但是他选

育的水稻新品种宛粳 096已进入试验关键期，他拄起拐

杖让家属开车往返试验基地。终于，2014年，宛粳096通

过河南省审定，填补了南阳历史上没有本土审定水稻品

种的空白。2018年，宛粳096在江苏引种备案，连续多年

在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

作为南阳市科学院水稻课题负责人，近年来，他先

后主持承担省、市各级科研项目 10余项，选育省审水稻

新品种 2个，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4个，自主完成各

类项目获省市科技进步奖、农科系统奖共 15项，发表论

文 19 篇，编写专业著作 5 部，制定 7 项水稻生产技术规

程，授权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项，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推

广应用面积近 150万亩，累计培训农民、基层农技人员 2

万余人次。先后被授予“河南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南阳

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②8

郭俊红
南阳市科学院 研究员

陈培育
南阳市科学院 副研究员

郑明燕
南阳市科学院 副研究员

陈培育现任南阳市科

学院特色作物研究所副所

长、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

体系豫南综合试验站站长、

中药材种质资源及新品种

选育研究课题负责人。

2010年大学毕业后，陈

培育就投身棉花新品种选

育工作，先后获得多项省市

科技进步奖及农科系统奖。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

整，陈培育与团队一道积极

寻求转型，最终选定我市特色产业之一的中药材为研究

对象。陈培育以艾、金银花等南阳大宗道地药材为主，

主要从事中药材资源评价及新品种选育工作。同时，更

加注重与企业联合攻关，与河南福森中药材种植有限公

司联合选育金银花新品种福金2号，与南阳仲景源艾业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合作，选育南阳艾 8号等 6个艾新

品种，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河南省农科系

统奖一等奖1项。

良种配良法。除新品种选育工作外，陈培育与团

队一道开展相关的栽培技术的研究。发表论文 18

篇，授权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6项，出版论著 4

本，发布省、市地方标准 3项。

这些科研成果不仅为我市农业生产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推广艾、金银花等中药材新品种和标准化

栽 培 技 术 ，共 建 立 示 范 基 地 9 个 ，示 范 面 积 1.6 万

亩，辐射面积 12 万亩，累计新增利润 6200 多万元。

选育的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应用在有效提高农作物

的产量和品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为我市农

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陈培育先

后当选中组部选派的“西部之光”访问学者、河南省

第九届棉花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获得河南省优秀

科技特派员、南阳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南阳市青年

科技奖等荣誉。②8

自 2001 年 参 加 工

作至今，郑明燕一直在

科 研 一 线 从 事 园 艺 作

物育种、新品种引进筛

选 及 相 关 配 套 栽 培 技

术研究工作，现任果树

花 卉 研 究 所 副 所 长 。

2022 年 荣 获 市 直 机 关

巾 帼 建 功 先 进 个 人 称

号。

作为一名科技特派

员，郑明燕认真开展科技服务下乡活动，通过技术培

训、现场指导、多媒体答疑解惑、发放技术资料等形

式对基层群众开展科技服务，让科研和生产相互促

进、深度融合，切实把理论和实践有效结合起来。服

务的足迹遍及新野、社旗、邓州等县市区，努力为南

阳的农业生产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年 来 ，郑 明 燕 在 专 业 技 术 岗 位 上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绩 ，“ 优 质 鲜 食 辣 椒 新 品 种 宛 椒 506 的 选 育

与 应 用 ”“ 优 质 丰 产 抗 病 辣 椒 新 品 种 宛 椒 507 的

选育与应用”均获得河南省农科系统科技成果二

等奖。这两个辣椒品种抗病性强，能显著减少农

药施用次数和用量，是进行辣椒绿色生产的优选

品 种 ，对保障蔬菜生产和人民生活健康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她参与选育的宛椒 207、宛椒 208 和

宛 花 9 号 通 过 国 家 非 主 要 农 作 物 登 记 品 种 ；获 得

国 家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6 项 ；两 篇 文 章 在 中 文 核 心 期

刊发表，7 篇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参与制定河

南省地方标准“小麦套种朝天椒栽培技术规程”，以

第一完成人制定南阳市地方标准“马铃薯套种芋头

高效栽培技术规程”；参与出版论著两部。参与的

项目有河南省重点项目“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南阳综合试验站”、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

项“月季种质资源表型性状综合评价与离体保存”、

南阳市科技发展计划“抗病性月季品种的离体培养

体系建立及种质保存”等。②8

作为一名农业科研人

员，杨厚勇主要承担食用豆

类农作物的育种、栽培、病

虫草害防治等试验工作，是

国家现代农业食用豆体系

南阳实验站主要成员。基

于详实的数据采集，坚持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杨厚勇在

食 用 豆 类 农 作 物 育 种 、栽

培、病虫草害防治等领域发

表了《南阳盆地适宜机械化

收获绿豆品种农艺性状分析》等 1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

《南阳四种特色作物高产栽培技术》等 4部专著。完成

的《杂粮绿色高效关键技术集成与推广应用》研究获得

河南省农牧渔业丰收奖合作奖，同时完成的《绿豆新品

种宛绿 2号的选育及轻简化栽培技术》等 5项科技成果

获得省市部门的表彰。选育并推广了“宛绿 5 号”等 4

个农作物新品种，制定省市地方标准 3 项，获得 2 项国

家发明专利。

近几年来，杨厚勇参加建设各种食用豆示范基地

3000 余亩，积极参与各种农民培训活动和救灾应急工

作，参与培训、指导农业生产 80多场次。面对我市绿豆

机械化生产的卡脖子问题，杨厚勇和食用豆科技创新团

队将选育适宜“机收”品种和绿豆机械化生产技术作为

攻关课题，开展研究。借助承担的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

体系南阳试验站项目和河南省“行业科技”项目，开展了

绿豆播期、密度、播深、行距、施肥、化控、虫害、草害、催熟

等方面试验，组装出“适期高密播种、苗期分次化控、花

期严防病虫、成熟杀青收获”为核心的我国南方区绿豆

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为我市绿豆产业规模化发展和乡

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2021年，河南中部地区遭受特大水灾，杨厚勇作为

国家现代农业食用豆产业体系南阳实验站的代表，到灾

区为群众无偿捐献绿豆种子1200余斤、栽培技术明白卡

300余份，支援当地群众恢复农业生产。在南阳市科学

院专家的帮助下，当地农民进行了灾后绿豆补种。②8

杨厚勇
南阳市科学院 副研究员

黄 岩 石 2000 年 ９ 月 从 河 南

中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疼痛

医学专业工作，他用 20 多年的时

间专注一个专业的研究。在他的

带领下，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疼

痛科团队从无到有，从有到专，从

常规临床到高新技术运用，在业

内起到模范引领作用，从最初的

8 张病床发展到目前 53 张病床的

病区规模，从仅有理疗、针灸、按

摩等简单技术发展到介入微创、

复杂神经调控、脊柱内镜等多项

先进手术技术。

黄岩石积极参与医学研究和

学术交流，不断探索新的治疗方

法和手段，为医疗事业的发展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

3 年来，黄岩石带领的疼痛

科团队共收治患者 5200 余人次，

独立完成脊柱内镜手术 520 台，

单 项 病 种 手 术 省 内 排 名 位 居 前

列。开展的三叉神经痛半月神经

节球囊压迫术、CT 引导下胸交感

神 经 节 射 频 手 术 及 脊 柱 内 镜 手

术，填补了多项区域内技术空白，

三四级手术量居全市疼痛科专业

首位。目前医院疼痛科已逐渐发

展成为豫西南学科门类最为齐全

的专业科室，涵盖了退变性伤害

性疼痛、神经病理性疼痛、癌性疼

痛等亚专业。

黄 岩 石 一 方 面 专 注 临 床 工

作，另一方面投入医学科研。近

3 年 来 ，在 国 家 级 杂 志《中 国 骨

伤》《中医正骨》《实用中医药杂

志》以第一作者发表 3 篇专业论

著 ，先 后 获 得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三

项。为解决三叉神经球囊压迫术

后“疱疹性口唇炎”，积极发挥中

西医结合专业特点，突出传统中

医药优势，很好地解决了球囊压

迫术后口唇炎并发症的问题。

黄岩石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及

省市专业学术团体工作，担任河

南省康复医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河南省中华医学会

疼痛学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

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

南阳市中华医学会疼痛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南阳市卫健体委

疼痛质控中心副主任委员。他的

专业能力及专科建设情况得到省

内专家的一致认可，医院疼痛科

成为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病理性

疼痛专业协组科室、河南省肿瘤

医院癌性疼痛联盟单位、河南省

康复医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实用

技术师资培训单位。

钻研业务工作的同时，黄岩石

积极响应国家医疗卫生改革政策

号召，投身医联体建设组织培训工

作。近 3年，组织辖区基层卫生机

构培训56场，接纳县市区进修医师

36人，培养了一批理论知识扎实、

技术过硬的基层专业人员，满足了

当地群众的就医需求，推动了区域

内疼痛专业规范化学科建设。

疫情期间，黄岩石积极参加一

线全民核酸检测工作，收治确诊患

者，顺利完成上级政府安排的公共

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治工作。②8

黄岩石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主任中医师

苏爱峰是南阳市第二人民

医院呼吸一病区主任、呼吸内科

系统大主任。从医学院毕业踏

入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大门的

那一刻，他就立志要用自己的医

术和爱心，为病人带去希望和温

暖。

苏爱峰始终牢记“治病救人”

的使命，不会放过病人身上的任

何一个疑点，诊断不清楚、治疗效

果不佳时，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

去查阅文献，请教上级医师，带着

病人病历资料去上级医院请教专

家教授，直到把病人诊断弄清楚，

他才罢休。

临危受命，勇攀医学高峰。在

医院工作的日子里，苏爱峰不断钻

研医学知识，提升自己的临床技

能。当医院需要开展ECMO体外

生命支持这项新技术时，他毫不犹

豫地站了出来。这项技术对于当

时的南阳市医疗行业来说，是一项

空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苏爱峰

没有退缩。他带领团队日夜钻研，

不断尝试，最终成功独立开展了这

项技术，填补了我市的技术空白。

科研之路，砥砺前行。在临床

工作的同时，苏爱峰深知科研的重

要性。他利用业余时间，深入研究

医学领域的前沿知识，不断积累临

床经验，形成自己的科研思维。他

发表的医学论文、获得的科技成果

和专利，都是他辛勤付出的见证。

这些成果不仅提高了他的学术水

平，更为医院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事

业作出了贡献。

疫情来袭，挺身而出。2020

年，疫情突然来袭。作为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的苏爱峰，再

次站在了抗击疫情的最前沿。他

担任重症隔离病区主任和市、区

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每天忙碌

于病房和会议室之间。面对每一

个新冠病人，他都亲自询问病史、

制订诊疗计划，确保病人得到及

时有效的救治。一次，一位重症

新冠患者情况危急，需要立即进

行 ECMO 治疗。苏爱峰带领团

队连夜奋战，成功为患者实施了

手术。术后，他守在病人床旁，时

刻关注病情变化，直到病人脱离

危险。这样的故事，在苏爱峰的

职业生涯中数不胜数。在疫情防

控最紧张的时期，苏爱峰以医院

为家，连续 40多天没有回家。他

的付出和坚持，赢得了病人和同

事的尊重和敬佩。

苏爱峰始终把病人的利益

放在首位，用精湛的技术和贴心

的关怀解决病人的病痛。曾经

一位病人因疾病长期困扰有轻

生的念头，苏爱峰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给病人答疑解惑，主动加病

人联系方式，以朋友的身份和病

人交流，和病人一起面对疾病和

生活的困扰，最终病人痊愈，满

怀信心投入到新生活中。未来，

苏爱峰将不断用新技术、新理论

武装自己，为科室及医院发展、

为区域内人民的健康作出自己

应有的贡献。②8

苏爱峰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丁旭青是南阳市第二人民

医院胸外科主任，中国临床肿

瘤协会会员，河南省医学会胸

外科分会委员、胸腔镜学组委

员、食管学组副组长，河南省抗

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南阳市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副主

任委员，南阳市医师协会胸外

科分会副会长。

新冠疫情防控三年，对于

丁旭青来说，是充满挑战与考

验 的 三 年 。 面 对 突 如 其 来 的

疫情，他毅然决然地站到了抗

击疫情的最前线。他深知，作

为一名党员和医生，自己肩负

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因此，

他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带领

科 室 人 员 全 力 以 赴 投 入 到 抗

疫 战 斗 中 。 在 医 院 统 一 指 挥

下，他第一个把外科改为内科

收治阳性病人，50 张病床 2 天

内 收 治 病 人 80 余 人 ，高 烧

40℃ 却 依 然 坚 持 在 病 床 上 用

手机安排科室工作，时刻关注

着患者的病情，确保每一位患

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圆 满 完 成 了 疫 情 攻 坚 战 的 任

务。

疫情防控有序放开后，他带

领团队不断完善胸部肿瘤多学

科诊疗模式（MDT），全力推进

微创胸外专科建设，成功开展了

多项新技术、新项目实施，不断

提高手术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近 3 年，他承担了市级和省级的

多项临床研究项目，并发表了多

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他的研究

成果为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

了科学、有效的依据。

作为外科党支部书记，他

非 常 注 重 自 身 的 党 性 修 养 和

理 论 学 习 ，积 极 参 加 各 级 党

组 织 的 培 训 活 动 ，不 断 提 高

自 己 的 政 治 觉 悟 和 思 想 认

识 。 他 经 常 与 同 事 谈 心 交

流 ，关 心 他 们 的 生 活 和 成 长 ，

帮 助 他 们 解 决 各 种 实 际 困

难 。 在 他 的 带 领 下 ，外 科 党

支 部 成 为 一 个 团 结 、和 谐 、充

满活力的集体。

作 为 国 家 级 住 院 医 师 规

范化培训基地外科教学主任，

丁 旭 青 也 承 担 着 培 养 医 学 人

才 的 重 任 。 他 严 格 按 照 省 里

和医院的统一部署，规范建设

各项基地和培训工作，确保培

训 质 量 和 效 果 。 他 带 教 各 类

学员，耐心细致地传授临床经

验 和 技 能 ，帮 助 他 们 快 速 成

长。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医院

优 质 护 理 和 责 任 制 护 理 的 开

展，为胸外科的技术发展和医

疗 服 务 提 供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和

有力保障。

丁旭青的努力和付出得到

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是医院

和行业的楷模。他以精湛的技

术、高尚的医德，守护着每一位

患者的生命健康，先后获得了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

誉。②8

丁旭青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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