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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杨衍忠

杨衍忠，男，汉族，1938 年 11 月生，中共
党员，生前系江西省地矿局赣南地质调查大
队退休职工。

自参加工作以来，杨衍忠在野外从事物
化探工作整整有38个年头，先后承担多个国
家级、省级找矿重大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找
矿成果。长期在闽粤湘赣四省深入矿区勘
察、调研，让杨衍忠真切感受到地质基础资
料的薄弱与匮乏。他决定退休后要把这几
十年来收集的地质、矿产、物化遥资料重新
整理汇编，编撰一整套《江西南部地质、物化
探矿产信息卡片》。

资料的编撰持续了 20 余年。这 20 多年
间，杨衍忠基本不出家门，抱着病体天天趴
在桌上夜以继日地工作，以每年编写30万字
的速度与时间“赛跑”，衣柜里、床底下、沙发
下，几乎每个角落都堆满了资料、手稿、图
纸。他忍受着疾病缠身的痛苦，年纪大了，
眼睛不好使，写字都要用放大镜看着写，写
十几分钟，就要斜靠在床上稍加休息。在病
情加剧即将离世之际，杨衍忠将 600万字、几
百张图全部无偿捐献给大队、献给国家、献
给党，估计可提供几百处找矿信息。

生前，他的子女问他：“你编这些资料有什
么用？”杨衍忠说：“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就要
用生命回报党、回报地矿事业。矿是国家的，
我不能去野外找矿了，但我可以为后人做一块
铺路石，要为党和国家的地矿事业奉献一生”。
他就这样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誓言。

杨衍忠入选“中国好人榜”。

434 吴 涛

吴涛，男，回族，1985年1月生，中共预备
党员，生前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高速交
警支队三大队民警。

吴涛牺牲时年仅 29 岁。在一次再平常
不过的出警现场，他所佩戴的执法记录仪记
录下了他生命的最后 7 分钟，14 次严词拒绝
当事人行贿的全部过程。

2014 年 8 月 14 日晚，吴涛带队出警一起
交通事故时，一辆轿车冲入事故警戒区，撞
向他和正在接受事故处理的一名女当事人，
吴涛本能地推开身边的女当事人，不幸的是
两人同时被小轿车撞伤。吴涛因伤势过重，
经抢救无效不幸殉职。

令人敬佩的是，这天晚上，吴涛为查明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到事发地点寻找
刹车痕迹。正当他复核现场时，跟在身后的
二人为隐瞒公职身份，掏出一沓现金，直往
吴涛的警服口袋里塞。“不要塞钱，你把钱拿
走！”面对行贿，吴涛义正词严，14 次拒绝对
方给的好处费。

盐池县高沙窝镇一位任师傅听说吴涛
牺牲后，专程把慰问金送到吴涛家里。他
说：“吴警官是个好人。有一次，我拉了一
车汽油在路上行驶着，被他的巡逻车鸣警
笛拦在路边。后来才知道吴警官在后方发
现我的车轮胎漏气，且车开始晃动，不得
已，便冒着危险到前方示意靠边停车。在
他的帮助下，换上了备胎，避免了可能发生
的严重后果。”

吴涛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第十届感动宁夏人物等荣誉称号。

435 吴吉林

吴吉林，男，汉族，中共党员，1974年2月
生，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三矿高级

技师。
吴吉林面对绝症折磨从不屈服，将有限

的生命融于石油石化事业，共创造创新技术
成果 83 项，其中 4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19 项
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累计创造经济效益1.9
亿多元。

2007 年，吴吉林被查出患上“非霍奇金
氏淋巴瘤”，医学预测只有 3 至 6 个月的生命
期限。在罹患癌症的时间里，他研发出创新
成果 48 项，平均每 1 个半月创出一项成果，
其中4项获国家发明专利，8项获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吴 吉 林 患 癌 后 做 过 大 大 小 小 28 次 手
术。2009年4月，做完肝穿刺手术第三周，他
就开始“多功能抽油井增效装置”的研制，经
过半年多的研究攻关研制成功。投入试用
后，经多方专家鉴定，油井泵效由原先的28%
提高到 43%。该装置在东辛采油厂 100 多口
油井陆续应用，平均增效 11%以上。2010 年
7月，该成果从 217项全国QC质量管理评选
成果中脱颖而出，夺得全国一等奖。

2011 年 8 月，吴吉林在天津肿瘤医院做
脾脏切除手术。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的第二
天，他就让妻子把《采油工艺》一书摆放在病
床上。由于刚做完手术，他一点力气也没
有，便左手捂着刀口，右手翻着书，坚持学习
钻研。经过 1 年多的研究攻关，研制出一种
节能防腐耐磨抽油杆，在 56 口油井应用，累
计创效近1500万元。

吴吉林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436 吴亚琴

吴亚琴，女，汉族，1960年7月生，中共党
员，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
社区党委书记、主任。

她二十年如一日模范履行基层党组织
带头人职责，用心用情解决基层群众诉求，
把昔日的老旧散楼院变成老有所养、孤有所
托、难有所帮的和谐花园社区。

吴亚琴与多家企业联系，帮助安置社区
居民就业 539 人，扶持 100 多人成功自主创
业。她组织成立义务老年服务中心，在32户
老人家中安装“电子保姆”，建立“10分钟助老
服务圈”，提供理发、洗澡、配餐、医药、家庭卫
生和代办缴费等服务，解决54名空巢、独居、
孤寡老人居家养老难题。

她成立“蒲公英少年之家”课后公益课
堂，为居民解决后顾之忧。她带领社区党员
和群众改善社区环境，建设文化设施，开展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她向社区居民承诺“服务
惠民只进一道门、群众办事只到一窗口、百姓
诉求只找社区首办人”，把诉求收集在基层、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吴亚琴独创“民事调解十二法”和“五代
六心工作法”，调解民事案例 500 多件，防止
民转刑案件 20 多起，解决群体性纠纷 10 余
起，打造“零罪犯、零家暴、零吸毒、零辍学、
零失业家庭、零矛盾升级、零非正常上访”的
和谐幸福社区。实行“四步议事工作法”，形
成“社区党委当家，居民百姓做主”的社区民
主自治体系。

吴亚琴荣获时代楷模、吉林省道德模范
等荣誉称号。

437 汪明如

汪明如，男，汉族，1964年7月生，中共党
员，生前系江苏省张家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杨舍镇）赵庄村党总支（社区党委）书记。
汪明如带领村民把负债 980多万元的贫

困村发展成为净资产达 1.62 亿元的文明村，
即便在胃癌晚期仍为村庄发展殚精竭虑。

2004年，汪明如放弃了年收入近百万元
的水产生意，回赵庄村担任村书记。当时，
赵庄村是全镇最穷、环境最差、人心最散的
行政村。他带领村民“腾笼换鸟”，用土地换
门面房为集体增加租金收入。仅用 2 年时
间，到2006年底，赵庄村就实现可用财力390
万元，村净资产一举扭亏为盈、达到 1760 万
元。2014 年，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8763
元，60岁以上老年人的福利达到2500元/人，
村（居）民合作医疗实现了全额补贴。

2014 年 3 月，汪 明 如 被确诊为胃癌晚
期。“与其躺着等死，不如用余下的生命做些

新的尝试。”病重住院期间，他在病床上完成
了《赵庄村未来十年发展规划》。手术后仅20
天，瞒着家人和村干部去察看工地。直到去
世前一天，还在为第二天的村年终总结大会
作准备，去世前3个小时仍反复念叨“开会、分
红、慰问老党员、探望孤寡老人”四件事。

在汪明如当村支书的 10年里，赵庄村无
一人上访，未发生一次聚众事件，成为省级
文明村。汪明如说：“共产党人就是要为百
姓谋幸福，才能无愧于党性和良心，无愧于
祖国和人民。”

汪明如荣登“中国好人榜”。

438 沙吾尔·芒力克

沙吾尔·芒力克，男，维吾尔族，1948年11
月生，中共党员，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
犁县兴平乡达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沙吾尔·芒力克带领全村各族群众将达
西村这个昔日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
活靠救济的贫困村，建设成为全国文明村
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让村民“口
袋里鼓囊囊，精神上亮堂堂”。

上个世纪 70年代，一批内地汉族群众从
四面八方赶来建设边疆。当时担任村长的
沙吾尔对村民们说，要以包容的心接纳他
们。5 个村民小组拿出 690 亩熟地拨给新建
的汉族队。为解决汉族村民的用水问题，沙
吾尔带领 500 多人挖出第一条排碱渠，这条
渠后来被大家称为“团结渠”。

1982年，沙吾尔当选支部书记。在党支
部的带领下，达西村村民人均收入连年上台
阶，2013年集体总资产达到2950万元，集体经
济纯收入达316万元，村民享受建房、看病、养
老等18项惠民政策。

2010 年 12 月，沙吾尔从兴平乡党委副
书记岗位上退了下来，可在 2011 年村班子
换届时，他再一次高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同时兼任村委会主任。那时，沙吾尔已
经是 62 岁的老人，但他依然打出“红色达
西”“品牌达西”“数字达西”几套可持续发
展的组合拳，把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
向多元化发展轨道，使村里的二、三产业产
值比重达到 40%以上，为村民开辟了新的致
富途径。

沙吾尔·芒力克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工作者、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热
爱伟大祖国 建设美好家园”主题教育活动
先进个人、第二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德模
范等荣誉称号。

439 张 伟

张伟，男，汉族，1972年9月生，中共党员，
生前系河南省郸城县秋渠乡秋渠一中校长。

张伟 20年来坚守农村教育一线，将一所
濒临解散的乡村学校办成当地名校，最终倒
在工作岗位上，为教育事业献出了年轻生命。

从教之初，张伟就立下了扎根农村教育
的坚定志向。他曾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村孩
子到县城读书，学生家庭一年要支出两万元，
秋渠一中有1000多个孩子，如果把学校办好、
让学生留下来，每年能为老百姓省下来 2000
万元。因此，他拒绝了私立高中年薪20万元
的聘请，坚定地说：“干教育是个良心活，家长
把孩子交给咱，咱就要对得起良心！”

2004 年，因业务能力突出、深受师生爱
戴，张伟被任命为秋渠一中校长。当时，校
园道路坑洼不平，校舍破烂不堪，尤其让他
忧心的是学校教育质量连续 3 年位居全县
后 3 名，生源流失严重。张伟下定决心、迎
难而上。

他带领师生利用课余时间搬砖添瓦，很
快让原本破旧不堪的校园焕然一新；他鼓励
和带领老师们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授课水
平，教育质量迅速攀升；为了把学校办好管
好，他把家搬进了学校，白天忙教学、抓管
理，晚上查岗查夜，确保学生食宿安全。在
他的努力下，秋渠一中从一所农村薄弱学校
变成了全县教学优质学校，成为办好农村偏
远地区教育的成功范例。

2014 年 3 月 17 日晚，积劳成疾的张伟，
因连续工作 72 小时，在办公室突发脑干出
血，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42岁。

张伟被追授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
者、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440 张卫达

张卫达，男，汉族，1958年10月生，中共党
员，广东省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心胸外科主任。

张卫达主导发起“大爱救心”活动，先后为
11个省（区）30多个民族的8400多名贫困家庭
先心病患儿提供救助，减免医疗费1亿多元。

张卫达探索开展“政府报销一点、爱心
资助一点、医院减免一点、家庭自筹一点”的
救助模式，为贫困先心病患儿提供救治。他
坚持每月带队下乡义诊，八到贵州，七上青
藏、新疆，十下云南，足迹踏遍了 11 个省区，
累计行程30多万公里，义务筛查先心病患儿
16万余人，为汉、藏、回、彝、维等民族多名患
儿实施了慈善手术。

张卫达饱含爱民深情，不抛弃任何一个
病人。2009 年 3 月，饱受先天性心脏病折磨
的新疆3岁男孩阿塔木向张卫达求救。张卫
达把孩子接到广州，亲自主刀，成功实施了
手术。为了表达感激，患儿母亲特意给孩子
起了个汉族名字“文粤生”。

2011年12月，他连续工作48个小时后精
疲力尽，出现了快速房颤，心跳紊乱，虚弱得
几乎无法站立，为救治一名重症患者，他让同
事为自己电击除颤，稍作休息就走上手术
台。2011年 5月 15日，他接到母亲病危的消
息，马上赶回老家，但刚下飞机，就接到科里
打来的电话，一名40多岁的患者因心脏主动
脉内膜破裂，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急需他回
去手术。一边是近在咫尺的母亲，另一边是
生命垂危的患者，他稍作犹豫，便登上了返回
的客机，一到医院直奔手术室。手术成功了，
他却失去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

张卫达荣获全国十佳最美医生、全国创
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441 张永进

张永进，男，汉族，1954 年 10 月生，中共
党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一牧场政
法委书记助理。

张永进先后 7 次放弃到都市工作的机
会，坚守在昆仑山上少数民族聚居的一牧
场，勤奋学习了维语、农牧、医药、法律等各
种技能，满腔热情为职工群众办好事、办实
事，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喜喜连长”。

张永进在牧场一干就是 26 年。几十年
来，他为当地维吾尔族职工和地方农牧工解
决兵地草场纠纷700余宗，调解民事纠纷400
余次，撮合幸福美满婚姻家庭 300余对，接生
当地两三代维吾尔族牧民的孩子 156 人，看
病 2000 余人次，抢救生命 56 人，被当地维吾
尔族群众称之为“马背上的党支部”“马背上
的救命恩人”。

张永进以牧场为家，勤奋工作，处处争
先。当连长期间，二连的羊群存栏数不足
6000只。张永进带领一班人埋头苦干，攻克
育种和饲料难关，仅仅用3年时间，羊只存栏
数就超过了 1 万只，经济指标连续 8 年排一
牧场第一，职工收入年年增加，连续8年被场
党委授予“先进党支部”。

一牧场条件艰苦，但有 7 次调离一牧场
的机会张永进都放弃了。2015 年 1 月，本应
退休的张永进被维吾尔族职工群众含泪挽
留，他又被场党委返聘为政法委书记助理。

张永进荣获中央军委优秀民兵、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兵团“五一”劳动奖章
等荣誉称号。

442 张国春

张国春，男，汉族，1969年4月生，中共党

员，生前系国防大学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教
研部战役兵棋系统教研室副主任。

张国春加入兵棋团队 8 年，带领团队成
功研制我国首个实战化大型兵棋演习系统，
为提高指挥员战略战役训练水平作出了突
出贡献，自己却积劳成疾病逝。

从张国春攻读博士开始，就潜心研究体
系效能仿真建模评估，注意跟踪国外先进技
术发展动态，撰写出版了《体系作战仿真》专
著，成为这一领域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作
为最早一批进入兵棋团队的核心技术骨干，
他在全军战略战役兵棋系统的重大攻关工
程任务中攻关夺隘，先后突破多项关键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即使在病重期间，
他还牵挂着兵棋系统，忍着癌细胞吞噬躯体
的剧痛，写下了兵棋系统技术改进的文章。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张国春主动参加不
同方向、不同战区部队组织的兵棋演习，不断
探索兵棋演习运用方式，改进完善系统功
能。每一场演习，他都要根据参演单位具体
情况更新完善大量数据；每修改一次数据，就
要重新生成一次网页，往往需要几个小时。
为把这些数据准确无误地完成转化工作，他
一直守在电脑前，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

从 2010 年开始，他就时常感到头疼头
晕，但他为了加快系统研发进程一直没去医
院检查；2013年，他被诊断为脑肿瘤，最终不
治，倒在了自己热爱的岗位上。

张国春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获
得多项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荣获时代楷
模荣誉称号。

443 陈敏华

陈敏华，女，汉族，1946年2月生，无党派
人士，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超声科首席专家。

陈敏华从事超声诊断及超声介入诊治
30 余年，多项科研成果被国际认可，诊疗的
1200 多例难治肿瘤灭活率达 95%，射频治疗
初发癌 5 年生存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虽已
70岁高龄，依然拼搏在医院教研第一线。

上世纪80年代初，陈敏华顶着“肝癌不可
穿刺”的压力率先开展超声引导穿刺技术研
究，开创了不开腹即可快速获得确诊的时代；
针对我国胆系肿瘤多发，她自1983年开始，记
录所有可疑病人的家庭住址，从而获得了早期
癌的诊断依据；她创建的胆管诊断策略被国际
上称为“陈氏法”，使我国超声诊断肝癌、胆管癌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又相继开展了胸肺肿瘤良
恶性鉴别诊断及穿刺活检，颅脑脊髓肿瘤术中
定位等多项创新技术。陈敏华耗时2年创建了
有效治疗6厘米肝癌的精准消融方案，和助手
密切配合精心治疗3000余例，效果显著。

1987年，年近40岁的陈敏华公派留学日
本，学成后放弃优厚待遇按期回国。为了集
中精力编写专著，年过六旬的陈敏华经常工
作到凌晨 2 点。她 40 年前就患上心脏病，专
家会诊决定给她装心脏起搏器，在得知装了
之后不能再做射频，她跳下病床就出院了。

2002年在第九届东京国际超声大会上，
她和研究生发表的3篇论文，引起学术界高度
重视，被英、美、日专家誉为“中国年”；陈敏华
3次当选国际超声造影大会主席，大大提高了
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影响。

陈敏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首都精
神文明建设奖、北京榜样等荣誉称号，荣登

“中国好人榜”。

444 范志佺

范志佺，男，汉族，1955年6月生，中共党员，
中国华能北方电力公司乌拉山发电厂咨询。

40年来他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都恪尽职
守，勤于钻研，完成大量技术改造、技术革新
和多项攻坚任务。

1975年，范志佺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来到当年的“180”战备电厂，即乌拉山发电
厂。他从一名电气学徒工干起，很快就把全
厂电气设备摸了个遍，成为厂里的技术能
手，在同批工友中，率先成长为电气班长。

多年来，他爱琢磨、善创新，制作全厂电
气一次系统、直流系统模拟图，为厂里节省 7
万多元；针对值班员巡回检查任务重、容易
遗留隐患的情况，制作了标有时间刻度的指
针罗盘，辅助工作；研制出小阀门电动研磨
机，比原来的搬运研磨提高效率7倍多；由于

革新了技术，仅 2012 年至 2013 年，他主抓的
磨辊补焊装置改造和磨煤机检修堆焊工作，
就为厂里节约 238 万元。据不完全统计，由
他牵头的技术改造多达30多项，公司级技术
革新达10余项。

面对工作，范志佺都力求做到极致，现在
的他既精通电气专业，又是中压焊工，既是出
色的木工，又是盐碱地上搞绿化的专家。

作为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范志佺廉洁自
律、心系职工。看见谁家生活困难，就主动
上门嘘寒问暖，送去钱物。他与患骨髓瘤的
妻子相濡以沫、省吃俭用，却把积攒下来的
钱一次次捐给子弟学校、灾区孤儿和困难职
工，累计捐助十几万元。

范志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央
企业纪检监察系统先进个人、北疆楷模等荣
誉称号。

445 呼秀珍

呼秀珍，女，汉族，1944 年 12 月生，中共
党员，陕西省咸阳市道北中学教师。

从教 50 年来，呼秀珍认真上好每一节
课，认真对待每一名学生，用高质量的课堂
教学换来桃李满天下，在三尺讲台谱写了一
曲平凡又伟大的奉献之歌。

呼秀珍从 1965年参加工作至今，没请过
一天病事假，没耽误过学生一节课，没放弃过
一个“差生”，没收过学生一分钱的补课费。

为确保每一节课的质量，呼秀珍舍得下
功夫。她在讲《夜走灵官峡》一课时，翻阅了
大量有关修建宝成铁路的资料，精心设计了

《放声讴歌铁路美》的学生演讲，激发出学生
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们记住知识要点。她
用心设计每一节课，将思想性、知识性、艺术
性、创造性融为一体，形成了她独特的教学
风格。同学们都说，呼老师的语文课是快乐
的语文课，是提高综合素质的语文课。

当青年教师向她讨教如何当班主任、如
何教育学生时，她坦言：“爱学生，一个不放
弃；爱工作，舍得下功夫。”1999年至今16年，
她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利用双休日、寒暑
假，辛勤奔波在三秦大地、大江南北作报告
共计698场次，听众达到22万人次。

呼秀珍生活很清贫，家里没有几件像样
的家具，然而精神世界却无比富有。她出版
了 3 本家庭教育专著《放飞希望》《献给孩子
的爱》《思念与传承》，向学生和家长普及家
教知识，培育良好家风。

呼秀珍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陕西
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446 郑久强

郑久强，男，汉族，1970年4月生，中共党
员，河北钢铁集团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首席操作技能专家。

郑久强首创低合金品种钢冶炼操作法，
创造巨大经济效益，为行业技术进步作出突
出贡献，被誉为“华夏第一炼钢工”。

1989年，19岁的郑久强从技校毕业，分配
到唐钢第一轧钢厂转炉车间当炉前工。参加
工作不到 4 年，他成为唐钢历史上最年轻的

“炼钢工”。之后，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郑久
强攻克了钢铁冶炼中一个个技术难关，为公
司乃至行业技术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9 年，唐钢引进当时河北省容量最
大、工艺最先进的 150吨氧气转炉，厂党委把
炼新转炉第一炉钢的重担压给郑久强。那
段时间，他每天凌晨 2 点睡，清晨 6 点起。经
过 21 天的投产准备，6 月 29 日，第一炉合格
钢水滚滚而出，唐钢从此走进大转炉时代。

他首创了低合金品种钢冶炼操作法，在
全厂推广后，当年创造经济效益 800 多万
元。他通过调整工艺，促进钢轧成本持续降
低，改善程度达到行业领先水平，2014 年至
今创效 2.3 亿元。他还总结出先进操作法，
使转炉炉龄由 6000 炉提高到 1.7 万多炉，且
整个炉役不补炉，每年又多创效益 2000多万
元。他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实现余热余气、
废水废渣循环利用，二次能源利用率达到
70%，使唐钢被誉为“世界最清洁的钢厂”。

郑久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等荣誉称号，当选十七大代表。

（下转第二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