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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C中国人保财险杯——

“2014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候选人

“PICC中国人保财险杯——2014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
评选活动选票
(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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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在您支持的候选人后面打“√”，限选10人。

报纸投票：从报纸上剪下选票，填写后寄至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 郑州市花园路145号6508室“2014年度河南十大‘三农’
新闻人物”评选组委会办公室收；邮编：450008。

网络投票：请登录大河网（www.dahe.cn)、大象网（www.hntv.tv）和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评选活动官方网站（www.san-
nonghn.cn）主页。

截止日期：2015年1月9日12时

姓名

王卫东

王长富

王建民

王 钰

冯跃华

吕平安

陈平军

陈 诚

张建设

吴树兰

投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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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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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海福

李 默

陆锡芳

林 峰

赵树英

段新宽

郭永芳

夏明云

徐建敏

谢红兵

投票

□
□
□
□
□
□
□
□
□
□

荣誉：先后荣获感动中原十大年度
人物、感动滑县十佳党员称号，企业被
授予河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农业产
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等称号。

事迹：粮食“安全员”。经营粮食
数十载，致力于打造我国第一家从田
间到餐桌的绿色生态高端食品生态
链。成立瑞阳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注册资金 3000 万元，拥有七处储
粮库区，仓容量29万吨，流转土地5万

亩，发展订单农业。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先后和上海光明乳
业、山东中慧饲料、青岛福润康、河北旺族、美国华特西尔等
企业合作，以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为中心，构建现代循环农业
产业链的格局。（推荐单位：滑县县委宣传部）

编号：01 王卫东，男，48岁
滑县瑞阳粮食有限公司总经理

荣誉：获农业部全国农牧渔业丰
收奖一等奖，被评为省“沃土计划”先
进工作者、省土肥站先进工作者、平顶
山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事迹：农科带头人。三十年如一日，
始终坚持在科研一线；推广小麦、玉米配
方施肥面积715万亩次，累计增产粮食
33.44万吨，总增产节支6.66亿元。完成
各类肥料田间试验297个，举办各种类
型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班176期

次，39890人次，发放配方施肥建议卡110万份；主持编写19.3
万字的《叶县耕地地力评价技术报告》，绘制叶县土壤图、土壤改
良利用图、各种土壤养分图等18套；开发叶县触摸屏专家施肥
软件，推广到18个乡镇。（推荐单位：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编号：02 王长富，男，59岁
叶县农业局土肥站站长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省粮食行业
劳动模范、河南省粮油企业家、信阳
市科技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事迹：农民企业家、“弱筋小麦
王”。创建豫南弱筋小麦生产试验基
地，通过多年的对比试验，筛选出优
质弱筋品种，引进新品种30个。采取

“五统一”方式进行多年对比试验，实
现50万亩弱筋小麦生产。2013~2014
年度弱筋小麦增产 4 万吨，农民增收

突破1.1亿元。2014年促进农民节本增收425万元。回收
弱筋小麦30万吨，促进农民增价增收9000万元，加工转化
弱筋小麦25万吨，实现产值6.9亿元，利税3450万元。创
建首个省级弱筋小麦工程研究技术中心，已成为弱筋麦业
产学研高度融合的典范。（推荐单位：信阳市委宣传部）

编号：03 王建民，男，54岁
淮滨县金豫南面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省科技兴
农先进个人、河南省十佳科技创新
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事迹：林科战线的基层领导
者。从事林业科研事业 30 年，把
科技进步和创新当成首要任务，长
年带病坚持工作，多年来，很少
休过节假日，很少与家人团聚，
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现了新时期共
产党员的先进性。醉心林业科
研，不等不靠，筛选出优良家

系，培育良种，推广造林，开发新品种30多个，以投入
少、产出多、易推广、实用性强等特点受到群众喜爱。
年圃育果苗10万棵，远销北京、山东、湖南等地，年创
效益20多万元。（推荐单位：郑州市委宣传部）

编号：04 王钰，男，49岁
荥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荣誉：先后荣获全国粮食生产突
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教育部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省百名职工技术英杰、
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荣誉称号。

事迹：水利科研工作者。他离开
机关的舒适工作条件，克服女儿重病
带来的沉重家庭负担，无条件服从组
织分配，下基层一干就是 13 年。他
全身心投入到基层试验站灌溉试验研
究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在没有专

项试验经费的情况下，自筹资金开展测坑、大田节水灌溉
试验和土壤墒情等观测工作。先后开展了23个大项、33
个专题的灌溉试验研究工作，其中有4项研究成果荣获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3个项目获厅级奖。他所在的惠北水利
科学试验站农业灌溉试验工作跨入全国先进行列。（推荐
单位：河南省水利厅）

编号：05 冯跃华，男，52岁
河南豫东水利工程管理局站长兼支部书记

荣誉：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被评为
全国农技推广先进工作者、全国粮食
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国家科
技部星火科技致富能人、河南省劳动
模范等称号。

事迹：农作物新品育种人。先后
培育出了20个小麦、玉米等优质高产
新品种（系）,其中国家和河南省己审
定品种累计推广面积2.4亿亩，增产小

麦95.3亿公斤，创社会经济效益146.9亿元。玉米新品种创
我省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建立河南省首家民营种业科技企
业院士工作站，争取国家资金1200万元，承担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小麦生物育种及产业化应用项目，被省科技
厅誉为“平安种业模式”在全省推广，连续15年在黄淮冬麦
区成为主要当家品种，推广面积连续 4 年在河南省突破
1000万亩。（推荐单位：焦作市委宣传部）

编号：06 吕平安，男，63岁
河南平安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荣誉：先后荣获郏县十佳明星党
支部书记、郏县优秀共产党员、“情动
你我•感动郏县”先进个人等称号。

事迹：新农村建设者。转让自己
的企业带领群众致富，5年内不要工
资，用自己的钱还清村里欠款；带领
群众建设新型社区，建设 107 套 236
平方米两层半配套设施齐全的楼房，
建设费、水电费、有线、宽带等费用
全免；走集体经济道路，发展粮食花

卉饲养，引进汽修汽贸，建设县级最大汽车贸易市场，每
年收入180万元，安置剩余劳力80余人；利用本村运输业
的优势，成立青龙湖社区运输公司，拥有运输车辆120余
台，年创收900多万元；成立社区家政服务公司，吸收本
村留守妇女50余人，每人月收入1500元以上。（推荐单
位：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编号：07 陈平军，男，54岁
郏县渣园乡青龙湖社区党委书记

荣誉：获国家、省部级科技成
果奖 11 项，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
贡献专家”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事迹：农科带头人。在科技成
果转化、技术推广服务等方面作出了
优异成绩。最早引进杂交西瓜新品
种，在遂平县推广面积7万亩以上；兴
办种子企业开展新品研发，通过5 年
的努力，种子基地扩展到 40 万亩以
上，产种量达1.6亿公斤。每年指导防

治农作物病虫草鼠害面积近1亿亩次，挽回粮食损失5亿
至7亿公斤。2014年，近1100万亩小麦平均产量突破千
斤大关，取得了历史性大突破。先后主持和实施省部级
重点项目39项、市厅级重点项目48项，发表专业论文39
篇，主编出版著作7部。(推荐单位：驻马店市委宣传部)

编号：08 陈诚，男，55岁
驻马店市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站长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金融系统劳
动竞赛先进个人、服务“三农”双十佳
先进个人等称号。

事迹：基层信贷员。5年来，他的
电动车换了3次电瓶、两次轮胎，行程
10万公里，先后为3个乡镇、90个行政
村中的2900多农户发放贷款9500多
万元，支持了一大批农民养殖、种植、
运输户发家致富。2011年，在震惊全
国的瘦肉精事件中，他管辖的 277 家

养猪户没有一户因受到牵连使贷款受到损失。凭着对农行
事业的无限忠诚，他一边照料年近九旬瘫痪在床的老母亲，
一边以满腔热情奉献在农贷战线，帮助农户实现致富梦。
所有贷款无违规、无欠息、无逾期、无不良，在焦作乃至全省
农行系统这都是首屈一指。（推荐单位：焦作市委宣传部）

编号：09 张建设，男，48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孟州市支行客户经理

荣誉：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畜牧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综合开发
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事迹：驻村第一书记。第一批驻
村干部中唯一的女同志，在大吴庄村
驻村期间，为村里建立新型社区，筹资
创办村第一个企业，让76户贫困户脱
贫致富；引资1300万元建奶牛小区、针
织公司，解决350名农民就业；村人均

收入由2642元上升到5600元。56岁的她再次要求到确山
县西王楼村任职第一书记，争取了70万元修路专项资金，
免费为农民传授科学饲养技术，建立了村扶贫基金会和畜
牧养殖协会，壮大饲养业，培育“竹沟”品牌。完善村小、镇
卫生所建设。自掏腰包为老人、病人、学生解决困难，成了
地地道道的“月光族”。（推荐单位：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编号：10 吴树兰，女，57岁
确山县竹沟镇西王楼村第一书记

荣誉：先后荣获新乡市优秀共产
党员，牧野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支部书记、“双强”村党支部书记等
称号。

事迹：特色种植能手。成立欧美
大樱桃农民专业合作社，栽种大樱桃
250 余亩，亩效益 3 万元以上，辐射 7
个行政村，是豫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大
樱桃基地。开发三轮车制造业为支柱
的村办企业，由 30 多家增长到 60 多

家，就近转移剩余劳动生产力900人。村民人均年收入由
4000余元增长到15000余元。围绕和谐发展主题开展新农
村建设，解决饮水安全问题，修建占地3000平方米的休闲
广场，投资4万元购置健身器材，为群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休闲场所，开展敬老活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推荐单位：
新乡市委宣传部）

编号：11 李海福，男，57
新乡市牧野区王村镇高湾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荣誉：先后荣获全国农机行业十
大女杰、全国老区妇女先进典型等称
号。

事迹：农机女杰。创造多个第
一：创办全县第一家民营农机销售企
业、第一个 24 小时专业农机服务团
队、第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第一个
组织全省机手跨区收割作业；农机销
售和服务覆盖面连续多年居全县第
一。牵头组建6家实力雄厚的农业合

作社，成立了“六合农机联合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5
万多亩，其中有机小麦种植基地16000亩，有机蔬菜种植
基地400多亩，现有正式社员2300多户。每年多次组织河
南、安徽、江苏等地的农机 5000 多台次，远赴黑龙江、
四川、海南等地从事跨区收割作业，年作业面积达1800
万亩。（推荐单位：固始县委宣传部）

编号：12 李默，女，50岁
固始县保田农机联合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省劳动模
范、农业部先进个人等称号。

事迹：古稀话桑人。他 20 多年
来扎根农村山区，长年工作在南阳
淅川研究推广第一线，历经艰难开
展科技扶贫，发展蚕桑生产，把科
学知识化为经济效益，用真诚和付
出感动着群众。成功经验迅速在全
县推开，淅川县的桑园面积大幅度
增加，高峰时达到5万多亩，仅蚕桑

单项年产值就达到近亿元，一跃成为中原蚕桑生产第一
大县，1万多农民走上生态与民富之路。探索大棚养蚕新
技术，既可养蚕，又可在农闲期间栽植木耳、香菇，发
展食用菌。（推荐单位：河南省农业厅）

编号：13 陆锡芳，男，74岁
河南省农业厅蚕业研究院推广研究员

荣誉：先后荣获全国种粮售粮大
户，省、市劳动模范，河南省帮残助残先
进个人，周口市优秀党支部书记等称号。

事迹：为民好书记。采取土地股
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土地承包使用权
的流转，推动全村土地的流转整合。申
请省重点现代农业项目，改造窝子林、
贫瘠地达3120亩。建设千亩农业高效
基地，取得亩产1000公斤的好成绩。成
立林寨村林家富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

小麦良种繁育和玉米高产田种植，为农户提供低价化肥、种
子，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使生产成本下降20%。自己出资
120万元用于新农村建设，先后为村里建学、修路等公益性事
业累计投资106万多元。（推荐单位：周口市委宣传部）

编号：14 林峰，男，46岁
沈丘县北杨集乡林寨村党支部书记

荣誉：获河南省技术能手等称
号；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国家
发明专利2项，其他专利23项。

事迹：农作物植保发明家、生态
农业带头人。从事农作物植保工作
30 年，运用“以虫治虫、以菌治
虫”的植保理念，研发的系列产品在
农林业病虫害监测、防治方面得到广
泛运用，产品出口德国、澳大利亚、

乌兹别克斯坦等12个国家和地区。仅频振式杀虫灯全国
年销售量达80余万台，减少1820吨农药使用量。以第一
人的身份起草完成7种植物保护机械国家标准，6项产品
荣录 《国家农业机械产品目录》。公司年利润 700 多万
元，带动上下游企业60余家。流转土地近2万亩，建立生
态农林园，带动农民增收约1190万元。（推荐单位：安阳市
委宣传部）

编号：15 赵树英，男，59岁
河南省佳多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省劳动模范、省
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省新长征突
击手标兵、首届省十大农民标兵、全省五
个好村党支部书记等称号。

事迹：致富带头人。个人累计
出资 8000 余万元建立抱犊寨旅游景
区，安排季节性用工 100 余人，全
村 90%的群众依靠旅游业摆脱了贫
穷。2012 年，景区通过国家旅游局
AAAA 级景区验收，填补了栾川县

红色旅游空白。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1300元增长到
现在的6500余元。帮助1100名村民外出务工，累计年创
收2000万元。行善15年，为村民修桥补路建学堂、扶危
济困上项目，资助 300 多名特困、残疾农民，硬化村道
300 余条，寻找水源 6 处，修建蓄水池 12 个，累计垫资
1000万元。（推荐单位：洛阳市委宣传部）

编号：16 段新宽，男，51岁
洛阳市栾川县三川镇三川村党委书记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省最美乡村
农技推广员、省基层农技推广先进个
人、濮阳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称号。

事迹：致力于农技推广工作 26
年，推广玉米高产抗病优品平均单产
721公斤，3年累计推广23万亩，增
产 3059 万公斤，新增纯收益 3021.2
万元。小麦优品连续3年单产排列前
茅，累计推广 26 万亩，增产 1838.2
万公斤，新增纯收益 2205 万元。创

建小麦、玉米高产示范片15个，计15.68万亩，平均亩产
小麦 568.6 公斤、玉米 617.2 公斤。举办电视讲座 12 期，
乡村级技术培训班166期，利用古会印发资料36期，咨询
人数达1万人次。主持和参加完成省（部）市级项目20余
项。（推荐单位：濮阳市委宣传部）

编号：17 郭永芳，女，45岁
南乐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

荣誉：先后荣获国家扶贫工作先
进个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最
美村官等称号。

事迹：当代“愚公”。先后垫资融
资 1830 万元修复多条同村公路共 31
公里，为乡亲开辟了致富之路。积极
推行袋料香菇栽培、卢氏鸡和大鲵养
殖、野鹿训化等生态养殖，发展烟叶面
积300亩，栽植茶树150亩，使村民人
均年收入从 200 元跃至近万元；投资

3.45亿元，开工建设包括毛河红豆杉自然保护区、大鲵馆、老
年公寓等建设，积极发展旅游业经济；致力改善村庄面貌，建
设了文化大院，组织98户搬迁新居，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和美
丽乡村建设，获得了省市县三级“五个好党支部”、省级“生
态村”、市级“文明村”称号。（推荐单位：三门峡市委宣传部）

编号：18 夏明云，男，57岁
卢氏县狮子坪乡毛河村党支部书记

荣誉：企业先后获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示范基地、出口食品农产品国家
级质量安全示范区等称号。

事迹：农业发展领头人。改变当
地生产方式，让土地效益提高了5~10
倍，人均收入实现翻番。通过“蔬菜产
业”致富，先后建成了许昌供港蔬菜基
地、濮阳清丰基地、广州从化基地、云
南芒市基地、宁夏银川基地、陕西太白

基地等全国12个蔬菜、小麦、水稻、杂粮等种植基地，总面
积3万余亩，每亩土地年产值可达1.6万元，共吸纳1.2万农
民就业，50%的农民掌握了蔬菜、稻米、杂粮等种植的关键
技术，实现了增收。帮助流转土地的村庄修路、修建水利设
施、添置健身器材，捐助贫困学生等，累计资金 300 多万
元。（推荐单位：许昌市委宣传部）

编号：19 徐建敏，男，39岁
河南天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荣誉：先后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大
户、全国种粮售粮大户等称号，企业被
授予河南省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
业、省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

事迹：农民企业家。流转土地1.5
万多亩，截至 2013年年末向国家售粮
12000余吨，带动周边32000多农户增收
致富。成立森林木华食品有限公司，拥有
员工830名，其中85％为周边地区农民
工，其速冻蔬菜生产能力在国内同行业

名列前茅。大力发展订单种植，带动3万多农户从事蔬菜种植，
亩均效益5000元，人均纯收入达到了6000元。根据生产需求为
农户提供种子、签订合同、无偿技术服务，年开展技术培训50余场
次，发放宣传资料1万余份。（推荐单位：商丘市委宣传部）

编号：20 谢红兵，男，49岁
河南森林木华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