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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436 陈家顺

陈家顺，男，汉族，1968年10月生，中共
党员，云南省曲靖市招商引资局副局长。

担任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
长以来，陈家顺为农民工考察了 678 家企
业，提供了 180 多家企业用工信息，调解各
类纠纷 780 余起，帮他们挽回损失 16 万余
元，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
药费7万多元。

2007 年，陈家顺担任沾益县驻浙江义
乌劳务工作站站长。2007年9月起，他先后深
入5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

“卧底”打工。深入地考察和核实用工信息、宣
传组织外出人员、推荐安置合适岗位、做好跟
踪服务和维权工作。

2011 年 3 月 27 日，沾益县播乐乡的农
民工李乔平在义乌一家货运站当搬运工
时，不小心从 2 米高的货车上摔下来受伤
了，医院诊断是髋关节粉碎性骨折，而老板
拿了 5000块钱把他送进医院就不管了。陈
家顺为他垫付了 1600 多元的医药费，并多
次找老板协商医药费，先后找当地工商、劳
动部门和律师咨询，经过多次的协商，老板
终于支付了 2.75 万元的医疗费。陈家顺也
被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陈家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公务
员楷模、感动中国 2012年度人物、云南省第
四届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437 周月华

周月华，女，汉族，1969 年 8 月生，中
共党员，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西河村乡村
医生。

她因患小儿麻痹症不能行走，但她却
治好了更多人的病。20 多年来，她靠丈夫
背着，为方圆20多公里的5000多村民治病，
被誉为“最美乡村医生”。

20多年来，无论刮风下雪、还是深更半
夜，她依靠拐杖和丈夫的脊背，摔过跤、跌
过崖，但总是第一时间救护老百姓的生命、
守护群众的健康。

一天凌晨 3点，天降大雨。村民杨光照
打来电话称，儿媳快生了。她摇醒丈夫、挎
上药箱，趴在丈夫背上冲进了夜雨里。那
是一条险象环生的山路，右边是绝壁，左边
是悬崖，夫妻二人借助手电筒微弱的灯光，
艰难前行。突然，丈夫脚一滑，她摔倒在冰
冷的泥水里，丈夫掉下山沟，被一棵灌木挂
住⋯⋯历尽艰辛，天亮时分，在她的努力
下，杨家的儿媳顺利分娩。

她总是把家人放在了一边，空巢老人、
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和残疾人员成为她关
注的重点，不但关心身体健康，还牵挂老人
们的精神需求。

“我是乡村医生，我的使命就是服务群
众，做乡亲们的健康卫士！”这些年来，她趴
在丈夫的背上走遍了家乡的大小山岭，每
年诊治病人近 4000 人次，在方圆 20 公里山
村，哪里有病情，哪里就有丈夫背着她出诊
的背影。

周 月 华 当 选 党 的 十 八 大 代 表 ，获 得
2012 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全国优秀乡
村医生等荣誉称号。

438 周恩义

周恩义，男，满族，1949年11月生，中共
党员，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委原常委、宣
传部长，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

周恩义以对宣传思想工作的无比热爱
和执着坚守，扎根基层，把党的宣传思想工

作做到群众身边，践行着一名基层宣传干
部的光荣使命。

周恩义从事部队思想政治工作 23 年，
1992 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从事宣传思想工
作至今 20余年。他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他无论“上”还是“下”，都能一如既往
干好。转业时，他是团政委，作为正团职转
业干部，他可以有很多选择，但他选择了区
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样一个副科级岗位。他
有多次工作岗位调整和职务升迁机会，每
次他都做出了坚守宣传思想战线的选择。

他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写下 120多万字
的日记和读书笔记，用通俗的语言向百姓
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他建立的网上中心组学习园地和网络
大讲堂，创新了省市中心组学习的模式。
他创造的“健全四个机制，强化四种意识”
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在全省推广。他参与策
划建设的辽河文化产业园成为全国首批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他在全市第一个倡导首
问责任制，第一个提出使用机关文明用语。

周恩义始终践行“为百姓办实事就是
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每年抽出1/3
的时间在基层调研，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在他的努力下，基层群众反映的热点
问题大都被列入区委区政府的重点工程之
中，一些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都
得到了彻底解决。在抗洪抢险之时、慈母
病危之际，他坚守岗位，忠于职守。

周恩义荣获辽宁省第五届道德模范荣
誉称号。

439 呼秀珍

呼秀珍，女，汉族，1944年12月生，中共
党员，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道北中学退休
特级语文教师。

呼秀珍从事教学 48 年来，热爱教育事
业，恪守职业道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
风格，荣获全国教学比赛四项一等奖，并承
担国家级“网络教学研究”课题项目。

1965 年，呼秀珍成为了陕西陇县铁路
小学的一名临时代课教师。1966 年，已是
教育系统标兵的她“升级”为中学教师。
1999年，由于教学上的突出贡献，呼秀珍被
破例推迟 3 年退休。3 年后，学校又返聘了
她。至今，她依然风风火火，像过去 48年一
样，没请过一天病事假，没耽误过学生一节
课，没放弃过一个调皮学生，没收过学生一
分钱补课费，哪里需要就会出现在哪里。

呼秀珍的学生大多都有这样的记忆：在
一篇新课文准备开讲前，老师成了“导演”，
学生成为“演员”。在讲授《周总理，你在哪
里》课文时，学生们走入教室惊讶地发现，讲
台上已放着白花，窗棂上还缠着黑纱，在低
回的哀乐中，呼老师开始声情并茂地讲课。
她精心设计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学生能在这
样的氛围中，被周总理为人民呕心沥血、鞠
躬尽瘁的高尚品德而深深感动。

创造性的授课效果很好。学生说，呼
老师的语文课是快乐的语文课，收获的不
仅是好成绩，更提高了综合素质。

当 班 主 任 很 辛 苦 ，呼 秀 珍 总 是 抢 着
干。她当班主任 27 年，所带的班也连续 27
次被评为优秀班。她还在 1988 年创办了

《好家长》简报，简报上有学生在校情况、班
内简讯、家长建议等，每两周一期，呼秀珍
坚持了16年。

呼秀珍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陕西省道德模范、陕西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称号。

440 孟祥民

孟祥民，男，汉族，1963 年 8 月生，生前
系山东省淄博市环保局淄川分局监察大队
监察一科科长。

孟祥民是新时期环保工作者的优秀代
表，15年如一日奋战在基层环保一线，在平
凡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

淄博是一个老工业城市，节能减排、环
境保护成了这座城市面临的重大考验，一
场场关停取缔“土小企业”专项行动全面展
开。淄川区环保局监管的企业近 3000 家，
占整个淄博市企业总数的 1/3，孟祥民成为
整治行动的主力。

孟祥民常年早出晚归、奔波在外，加上
生活极不规律，时常感到腹部胀痛，经检查

确诊为直肠癌。当时正值整治活动开始，
他把诊断书塞进口袋，一头扎进工作。就
这样，他忍着病痛，带领同事们先后关停取
缔小砖瓦 124 家，小炼铁 21 家，小石灰窑
292家，圆满完成多项环保整治任务。在两
年半的时间里，老孟经历 22次化疗，而他除
去住院治疗时间，全都坚守在岗位上。

虽然生活清贫，但孟祥民坚持秉公执
法，不徇私情、不谋私利。他一家三口住的
是不足 70 平方米的老房子，妻子下岗在
家，女儿上大学的学费都要找亲戚东拼西
凑。一天晚上，曾经撮合老孟夫妇相识相
恋的媒人突然来访，留下了一沓百元大钞，
希望老孟在两天后的整治中“高抬贵手”。
经历过多次手术，家里积蓄早已花完的他
比谁都需要钱。可他坚决退款，并依法对
该企业进行整治。

孟祥民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2011 年 7 月
24 日。在生命最后时刻，已神志不清的老
孟，还请求妻子给自己穿上执法制服。

孟祥民被山东省追授为道德模范、省
优秀共产党员，荣获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441 居马泰·俄白克

居马泰·俄白克，男，哈萨克族，1964 年
10月生，中共党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
斯县包扎墩牧区卫生室医生。

20多年来，居马泰·俄白克奔走在海拔
4000多米的大山里，巡回医疗20万公里，用
精湛医术救死扶伤，做牧民生命健康的“守
护神”。

包扎墩最高海拔超过 4000 米，牧道奇
险，稍有不慎，人和马就会坠下山崖。在这
样一个地方，作为医生的居马泰无论白天
黑夜、刮风下雨，只要有病人需要，就会毫
不犹豫背上药箱，扬起马鞭赶去。很多牧
民善意地开玩笑说：“居马泰医生是个听话
的飞机。”

2005年1月，正在包扎墩牧区齐巴塔沟
放牧的小伙子达开的妻子吐尔逊古丽突然
流产。接到口信后，居马泰仔细考虑最有
效的抢救方式，如果骑马按常规道路走，需
要 6 小时；如果翻越海拔 4000 余米的达坂，
仅需要 2 小时。居马泰果断翻越达坂来到
牧民达开的家中，这位哈萨克族小伙子嘴
里不停念叨：“居马泰，你果然是包扎墩的
飞机啊！谢谢你！”

20 年间，居马泰没有完成过高精尖的
手术，也没有治愈过什么疑难杂症，治疗的
只是诸如感冒发烧、头痛腹泻等一些常见
病，但就是这样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基层卫
生工作者，却让牧民们离不开他。

从医 20年来，居马泰有个规矩，就是有
钱没钱先治病，他个人为牧区牧民减免的
注射费、医药费等已超过 10 万元。由于常
年劳累，居马泰患上了心脏病，已不适合在
高原工作，县里曾多次调他去农区工作，但
他都婉言拒绝。他说：“我不能离开，我走
了牧民怎么办？”

居马泰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

442 林俊德

林俊德，男，汉族，1938 年 3 月生，中共
党员，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50部队研
究员。

林俊德把一生献给了戈壁，献给了“两
弹一星”伟业。

26岁时，他带领科研组研制出世界上第
一台钟表式压力自记仪，为判断我国首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作出重要贡献。28岁时，他探
索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我国首次氢弹
飞机投弹安全论证提供科学依据。

40 岁开始，他研究并推动建立核爆炸
应力波和地震、余震等测量系统，为我国地
下核试验及禁核试地震核查技术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他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心部件，建成国际上独树一帜的力学实
验装置。

1997 年，他从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下来
后，仍然忘我战斗在科研试验第一线，亲自
担纲10多项重大国防科研尖端课题研究。

2012 年 5 月 4 日，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
癌晚期。为抓紧传授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技
术思路，他拒绝住院治疗，返回单位工作。

5 月 23 日被迫入院后，为争取工作时间，他
拒绝手术和化疗。5 月 26 日，因病情恶化，
他被送入重症监护室，醒来后对医生说：

“我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
在最紧要的是时间、是工作！”

在生命最后 8天里，他强忍病痛整理完
用毕生心血积累的 3 万份科研资料，3 次打
电话指导科研工作，2次召集课题组成员交
代后续任务，并写下了 6条建议。他还用两
天时间审改一名博士 8万多字的毕业论文，
并写下 338 字的评阅意见。在生命最后 1
天，他仍然9次请求下床工作。

林俊德获得荣立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荣获全军践行当代革命军
人核心价值观新闻人物、总装践行核心价
值观模范等荣誉称号。

443 欧阳恒

欧阳恒，男，汉族，1939 年 10 月生，
中共党员，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退休医生。

已逾七旬的欧阳恒，行医 50载，是一
名解人疾苦、诲人不倦的国医传承者。

2009 年，欧阳恒身染肺气肿，入院休
养，而来访求医者仍不断，远至北京、哈
尔滨，甚至国外。患者家属回忆：“当天上
午他还咳了血，已离不开呼吸机，却仍然
头戴氧气罩为我的孩子看病。我看着他轻
轻拍着孩子的头，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不
用担心，会好的’，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
下来。”

2011 年，欧阳恒再次入院，病势渐
沉。此时他早已声名远扬，对慕名而来的
患者，他却每每躬亲问诊。家人说：“他
根本不忍心让病人空跑，只会稍微坐着休
息、调适一下，就坐下来为病人把脉、写
病历。”2011 年清明节，老人的身体响起
了警钟。他当时已经神志不清，躺在重症
监护室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可当他挺
过“鬼门关”，刚出院不久，大家又在办
公室看到了他忙碌的身影。

“他把自己一生的知识积累毫无保留传
授 给 每 一 个 学 生 。” 皮 肤 科 副 主 任 向 丽
萍说。

作为中医皮肤科专业翘楚，欧阳恒担
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皮肤科、湖
南省教育厅重点学科外科学术带头人、全
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指导老师，并兼
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学会、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疡科分会顾问。近年来，欧阳
恒主持的项目 《发扬中医特色，抢救危重
病人》 获湖南省人民政府记功证书；紫铜
消白方治疗白癜风的临床应用研究获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他还获
得了多项厅级成果奖，发表学术论文 56
篇 、 科 普 短 文 70 篇 ， 主 编 专 业 著 作 11
部，参编著作 5 部。

444 罗 阳

罗阳，男，汉族，1961 年 6 月生，中
共党员，生前系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2 年 11 月 25 日，罗阳为航空工业
发展披肝沥胆、鞠躬尽瘁，在我国首艘航
母“辽宁舰”完成训练任务时，突发心脏
病不幸以身殉职，用生命践行“航空报
国”的铮铮誓言和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理
想信念。

参加工作以来，罗阳前 20 年设计研
发飞机，后 10 年指挥制造生产飞机，从
一名普通的飞机设计员到军工大型企业主
要负责人，他用坚守 30 年的航空报国理
念，组织完成了多项国家重点航空装备研
制和生产任务。

罗阳把项目研制作为最大的政治使
命。签发总经理令，成立现场工作组，强
化生产计划严肃性和执行力；亲自签订

“责任状”，组织部装、总装和试飞“三大
战 役 ”， 集 中 力 量 开 展 重 点 项 目 攻 坚 决
战，成功克服资源不足、成品供应不及时
等一个个难关，完成多个重点项目任务，
为航空武器装备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在产品研制过程中，他带领沈飞公司
不断创新项目管理模式，缩短了项目研制
周期，产品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实现重大
突破，生产能力实现跃升。他把“恪尽职

守，不负重托”作为沈飞公司的核心理
念，提出了思想意识、工作作风、组织纪
律“三项整治”工作，大力推进实施“严
格化、精细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极大提升了效率和效益。在生命最后一个
月，罗阳劳心劳力，没有一刻休息，用全
部精力带领着“沈飞”冲上事业巅峰。

罗阳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革命烈士、辽宁省第
五届道德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
特等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445 苗为民

苗 为 民 ， 男 ， 汉 族 ， 1934 年 6 月
生，中共党员，生前系安徽省太和县政
法委退休干部。

从放弃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机会回乡
从教，到执法为民的实践，再到退休后用
法律援助困难百姓，最后捐出自己器官，
苗为民兑现了自己把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和
人民的诺言。

1962 年，苗为民毅然放弃中国人民大
学讲师职位，回到家乡太和县，成为一名
普通教师。20年教书育人，苗为民悉心培
养了 7000多名学生，用自己微薄工资资助
20多名学生完成了学业。

1982 年，苗为民调入太和县司法局。
他在司法实践中，把普法、学法、用法作
为重点任务，太和县干部职工基本都听过
苗老师的普法课，十几所中小学校聘他兼
任法制课老师，苗为民欣然接受。

1994 年，苗为民从县政法委副书记岗
位上退休，发挥余热当起了律师，积极为
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农民
刘超山遭遇车祸导致终身瘫痪，肇事车主
与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刘超山找到苗为民
帮忙。苗为民自掏腰包为其做伤残鉴定，
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多次与法官一起做双
方的调解工作，最终使刘超山获赔近 30万
元。这样免费的法律援助案件苗为民共承
担了 200 多起，碰上有困难的当事人，连
差旅费、材料费都是苗为民自己出。

2012 年 3 月 24 日，已是胆囊癌晚期的
苗为民签下了器官捐献承诺书，决定将身
体器官作为“最后一笔党费”捐出。2012
年 4 月 10 日，苗为民因病逝世，享年 78
岁。为传承老人大爱，2013 年 1 月“苗为
民爱心社”成立，目前拥有志愿者 200 余
名，已有52人达成遗体器官捐献意愿。

中共安徽省委追授苗为民安徽省优秀
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446 范振喜

范振喜，男，满族，1962 年 6 月生，
中共党员，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周台子村
党委书记。

范振喜在身患癌症、历经生死情况
下，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带领村民发展集体
经济，把一个远近闻名的冀北贫困村，发
展成拥有十几亿集体资产、年产值 4 亿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万元的“塞北山区
第一村”，创造了“中国贫困山区建设奇
迹”。

范振喜刚刚接任书记时，就把自己二
哥承包的矿点收归集体。村里治理盗伐，
首先拿自己侄子开刀。在缺资金少技术的
情况下，他凭着一股闯劲，先后办起了草
片厂、浴盆厂、烧结厂、养猪场、砖厂和
花炮厂等富村项目。村里有了积蓄，他首
先想到的是村民。村子在全省率先实行了
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在全市率先实行村
民住院治病定额补助，在全县率先实行 60
岁 以 上 村 民 按 年 龄 阶 梯 递 增 的 养 老 金
制度。

1991 年他得了血癌，忍受着病痛折
磨 ， 靠 吃 大 把 的 药 和 打 针 输 液 支 撑 着 ，
继 续 奔 波 在 工 作 岗 位 上 。2000 年 以 来 ，
他 带 领 村 两 委 班 子 ， 整 顿 村 办 小 铁 矿 ，
筹资上亿元收购了国有改制企业承德启
星矿业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在县城建起
了三星级宾馆，引导村民推行土地流转
制度和规模化经营，使村民从土地中解
放出来，从事工业和服务业。村民收入
年年有增长，村民福利年年有提高。

2005 年，周台子村被中央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授予“全国文明村”称号；

2011 年 3 月周台子村被列入“全国首批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十二五期间
建设“冀北新山村，魅力周台子”的蓝图
已经绘就，重点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已经
启动。

范振喜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河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447 虎志文

虎志文，男，汉族，1980 年 2 月生，
中共党员，国家电网宁夏彭阳县供电局运
检中心主任。

虎志文参加工作 12年来，带领班组成
员正确操作 10 千伏线路停送电 590 多次，
处理客户故障 1800多次。彭阳县供电局安
全生产长周期达到 5300 天，连续 5 年实现
人 身 、 电 网 和 设 备 “ 零 ” 事 故 、“ 零 ”
障碍。

他真心真意为客户、群众着想，创立
宁夏首家“电力为民服务创新工作室”。
他立足岗位创新供电服务方式，总结推行

“三快”（报装接入快、报修处理快、缺陷
消除快）、“两好”（服务作风好、工作质
量好）、“两帮”（帮客户上门服务、帮客
户排忧解难） 服务方法，先后帮助解决客
户、群众用电困难事宜 1600多件，累计服
务客户 1.6 万人次。2011 年冬天一个大雪
纷飞的夜晚，彭阳县新泉淀粉厂因故障停
电，眼看着 10 多万元的淀粉产品即将报
废，虎志文带领队友顶风冒雪 2 小时艰难
盘行 20公里山路，快速处理故障，为客户
挽回巨额损失。

虎志文 2003年牵头成立彭阳电力青年
志愿服务队，利用业余时间走田间、进社
区 、 到 学 校 ， 推 行 “ 志 愿 者 服 务 无 周
日”、“季节性用户全跟踪”、“临时检修零
时干”、“特殊用户我上门”等延伸服务，
义务整修客户线路，维护社区、学校用电
设施设备，持续开展志愿服务 200 余次，
累计服务时间超过 6500小时；先后为农民
工子女筹集价值 3 万余元的电教设备和学
习用品；扶助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43 人，
赠送米面和蔬菜2000多公斤。

虎志文荣获第八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
秀个人奖、宁夏青年“五四”奖章、自治
区学雷锋标兵等荣誉称号。

448 姚海根

姚海根，男，汉族，1944 年 7 月生，
浙江省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研究员。

30 多年来，他育成晚粳“秀水”、晚
糯 “ 祥 湖 ”、 早 籼 “ 嘉 早 ” 及 杂 交 晚 粳

“ 秀 优 ” 系 列 水 稻 品 种 （组 合） 共 89
个，其中通过国家审定的 13 个，形成了
粳 、 糯 、 籼 配 套 ， 早 、 中 、 迟 搭 配 ，
丰、优、抗兼顾的品种群体优势。他促
成 了 浙 江 等 地 晚 粳 稻 主 栽 品 种 5 次 更
换，并成为历年种植面积最大的晚粳稻
品种。他选育的祥湖 84、秀水 11、秀水
63 是国家南方晚粳稻区连续三代对照品
种，育成水稻品种已在我国长江中下游
稻 区 累 计 推 广 种 植 3.2 亿 亩 ， 他 被 誉 为

“江南水稻育种大王”。
在长期育种实践中，姚海根十分注重

水稻育种理论和方法的创新，逐步总结形
成了一套系统的育种理论、技术和方法，
在晚粳稻育种领域作了多方面探索，在晚
粳稻抗性育种、株型育种、早熟性育种、
稻米安全性育种、常规育种与花粉培养技
术相结合育种等方面，创造性地解决了诸
多关键技术问题，形成了一整套技术理论
体系。至今，以第一完成者身份获得各级
科技成果奖 30 多项，其中农业部技术改
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并在国内外
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

作为浙江省常规水稻育种攻关组首席
专家，他还带领攻关组成员协作攻坚，在

“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育成
的晚粳品种平均覆盖率为浙江省 63.2%、
上海市 50.6%，并在长江中下游其它省市
广泛种植。他带领的嘉兴市农科院成为全
国百强农业科研所之一,两次荣获浙江省科
技进步重大贡献先进集体称号。

姚海根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