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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候选人名单及简要事迹
（共223个，按姓氏笔画为序）

“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
候选人名单及简要事迹公示

为隆重纪念焦作建市60周年，热情讴歌为焦作革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激励全市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见贤思
齐、开拓创新、团结拼搏，为加快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让焦作在发展中更
加出彩而努力奋斗，今年3月份以来，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
部、焦作军分区政治部等12部门组成评选活动组委会，组织指导全市各级
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界广泛开展了“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评选宣传活
动。经过层层提名推荐和审核把关，确定了223个英模集体和个人，现予以
公示,欢迎大家监督并提出宝贵意见。

公示日期：从即日起5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0391）3568180

“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
评选宣传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2016年6月22日

001．丁百元（1937～1992） 回族，沁阳
自治街人。原焦作矿务局王封矿采煤班长、
掘进一队副队长。他平均每年出勤 334 个，
被誉为“矿山铁汉”“煤海猛将”。1989年被
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02．卫以恩（1918～1945） 革命烈士。
沁阳西向村人。1936 年加入中共共产党，
1938年参加八路军。历任太岳四分区司令部
警卫连指导员、作战参谋等职务，参加过百
团大战、五一反“扫荡”等战斗，多次荣立
战功。参与组成豫北抗日指挥部，开辟济源
根据地。1945年在第二次豫北战役中，不幸
中弹牺牲。

003．马生麟（1908～1989）武陟南古岗
村人。长期从事煤矿勘探工作，历任焦作矿
务局王封矿技术员、煤师、主管工程师。
1956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荣
誉称号。

004．马绍孔（1930～1952） 革命烈士。
回族，沁阳城关镇人。1946年参加人民解放
军，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参加了登
（封） 密 （县） 战役芦店战斗。1948 年参加
淮海战役，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称号。
后随部队参加渡江战役、西南战役，1951年
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1952年在大水洞战斗
中壮烈牺牲。

005．马俊兰（ ～1948）革命烈士。河
北临城人。1940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
调博爱工作，先后任县政府民政科副科长，
四区区长等职。1948年到寨卜昌村搞土改调
查时，遭遇敌人大规模偷袭，在战斗中壮烈
牺牲。

006．马海洋 （1963～ ） 河南宝丰县
人。河南中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他殚精竭虑，把一个当时仅有
1000多万元产值的小企业，发展成为资产20
多亿元，年产值近30亿元的全国同行业的龙
头企业集团。201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
动模范”荣誉称号。

007．王 庆（1957～ ） 河北磁县人。
原焦作市第十三中学教师。1991年被评为全
国优秀教师，199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
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008．王 健（1926～1942）修武孙窑村
人。1938 年参加八路军。后随队伍转移山
西，被调到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1942年日
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在转移途中
被敌人发现，不幸牺牲。

009．王 朔（1984～ ）女，江苏南京
市人。1996年参加国家跆拳道国家青年集训
队。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比赛，取得了优异
成绩。曾荣获 1999 年和 2000 年全国锦标赛
59公斤级二连冠、1999年世界锦标赛（加拿
大）55公斤级冠军。

010．王 翠（1956～ ） 女，山阳区新
城街道办事处人。原中站区许衡中学教师。
她长期工作在教学一线，先后撰写了数万字
的读书笔记和多篇论文，所带班级升学率均
在全市前列。201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
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011．王一公（1886～1975） 武陟木栾店
人。孙中山辛亥俱乐部成员。1939年任温县
县长期间，动员民众积极支持抗日。解放战
争时期，以律师身份，对中共地下党员给予
政治上、经济上支持和帮助，并多方面支援
解放战争。1949年受党委派，亲赴开封策动
河南省主席刘茂恩起义。1957年，受到毛泽
东主席接见。

012．王才德（1923～ ） 马村区下马村
人。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2
年复员回乡。在部队历任战士和班长，曾荣
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荣获“三等模
范”荣誉称号。

013．王大中（1906～1991） 武陟老城村
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协助共产党
员周犹宋建立武陟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
武陟省立第二商校支部。1937年重返武陟投
身抗日救国运动，并于1938年联合各界成立
武陟县抗日临时政府。后再次被迫离开武陟
到解放区，在陕西从事教育工作。

014．王文谦（1905～1947） 革命烈士。
武陟万花村人。1923 年参加“二七”大罢
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建立武陟
县最早的工厂党组织——成兴纱厂支部，任
书记，在武陟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后调到卫
辉、新乡一带开展工人运动。解放战争中，
返回武陟开展地下斗争，于1947年遭国民党
逮捕杀害。

015．王玉松（1907～1945） 革命烈士。
武陟东仲许村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了冀南农民暴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对日作战。后到太
行文化出版社工作。1940年返回武陟开展革
命斗争，参加了修获武游击根据地开辟工
作。1945年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016．王占召（1915～1948） 革命烈士。
修武佐眼村人。194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参加八路军。历任修武二区区干队副
政委、县独立营三连副连长等职务，作战果
断勇敢、指挥灵活，带队参加多次战斗，获
得较大胜利。1948年部队被敌人包围，突围
中受伤被俘，惨遭杀害。

017．王执春 （1913～1988） 温县亢村
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积极
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曾任沁阳师范救国会总
会长、沁阳县抗日救国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参加组织领导了“沁师学潮”。后因形势变化
等原因，脱离党的组织。1984年重新加入中
国共产党。

018．王在富（1928～2014） 武陟西滑封
村人。原西滑封村党支部书记，全国首批6
名“时代先锋”之一。50年来，他忠实履行
着一个党员干部的神圣职责，用毕生精力，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把一个昔日“一穷二
白”的“糠包村”建成全县乃至全省新农村
的一面旗帜。2006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019．王成儒（1917～1948） 革命烈士。

修武千仓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
极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农民运动等。

1947年随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
辟根据地。1948年在同国民党部队的战斗中
负伤，后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

020．王光远 （1924～ ） 温县南韩村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工程力学和结构
工程设计理论专家，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
授。创立了“建筑物空间整体计算”“随机优
化设计”“模糊随机振动”等多个理论，在学
术界享有较高声誉。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多项荣誉。

021．王克己 （1912～1949） 革命烈士。
博爱小庄村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小岗山、南大
顶、邹东、九要山、邹县、济南、淮海战役
等数十次战役、战斗。1949年在淮海战役最
后阶段陈楼战斗中英勇牺牲。

022．王秀梅（1951～ ）女，温县安乐
寨村人。原焦作市鑫泉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职工。自1967年起长期从事电工、电焊工
作，由于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多次荣
获“劳动模范”称号。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23．王启心（1917～1947） 革命烈士。

山西长治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八
路军后，历任班长、排长等。1946年调至焦
作市第三区任武工队政治委员，积极对国民
党杂牌军和反动地主武装进行打击，维护人
民群众利益。1947年在追击敌军途中，不幸
中弹牺牲。

024．王忠殿（1944～1962） 革命烈士。
解放区塔掌村人。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生前系驻新疆阿克苏某部战士。1962年
印军侵犯我国边境，随所在部队奉命参加对
印自卫反击战。作战中，为炸掉敌人碉堡，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住爆破筒，与敌人同归
于尽。

025．王金生，原焦作矿务局王封矿王金
生掘进组组长。他所带领的班组创造了连续
7年无事故的纪录。1956年、1959年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26．王树芳（1880～1946）回族，河南
滑县人。1945年八路军解放修武县城后，积
极支持并参加党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发动
回族兄弟踊跃缴纳公粮，为解放军提供情报
等，被西关回族贫民推选为“穷人头”。1946
年国民党军队重占修武后被逮捕，惨遭杀害。

027．王树起（1914～1935）武陟王顺村
人。1932 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文总大同
盟”，不懈宣传革命思想。曾积极筹划发动武
装起义，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4 年
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受尽酷刑，宁死不
屈。因伤势过重，1935年病死狱中。

028．王梦恕（1938～ ）温县安乐寨村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隧道及地下工程
专家。开拓了铁路隧道符合衬砖新型结构领
域的理论研究，主持实验、创造并参加了大
瑶山隧道关键技术成果的开发、研究和应
用。多次参与地铁、车站以及海底、江河地
下隧道的技术设计与施工。

029．王敏忠（1900～1947） 革命烈士。
博爱西界沟村人。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
加入区干队，经常在博爱界沟、张茹集一带
开展游击活动，多次执行除奸和阻敌任务。
1947 年在赵郭村开展工作时，被敌人包围，
慷慨就义。

030．王福长（1929～1952）焦作示范区
和屯村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沁河支队，曾
多次参加对敌作战，作战勇敢，屡创敌军。
1948 年在卧龙岗战斗中负伤，离开部队。
1952年因伤口复发恶化，不幸去世。

031．牛文元（1939～ ） 焦作山阳区冯
河村人。中国科学院教授，第三世界科学院
院士。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理论专
著。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布伦特莱报告和全球“新千年
生态评价”奠基式文本。先后荣获国家发明
奖、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等多项荣誉。

032．牛济泰（1941～ ）焦作马村待王
镇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哈尔滨
工业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新材料焊接性和焊
接新工艺研究，1986年后致力于材料物理模
拟技术与数值模拟方法在材料热加工领域的
应用研究，多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

033．丹文江（1951～ ）回族，沁阳水
南关村人。艰苦创业，先后成立沁阳市长城
制革厂、沁阳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长城实
业保税物资总公司等。1995年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34．孔庆著（1933～ ） 河南滑县人。

原焦作耐火材料一厂党委书记。工作中通过
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激发广大职工积极
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在他的带领下，
全厂 236 名党员都能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涌现出一批清正廉洁的好典型。1989年被国
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35．古 中 （1913～1945） 河北景县
人。“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决七团参
谋长等职。1945年在解放沁阳战斗中，他亲
临前线指挥，身先士卒，壮烈牺牲。

036．卢正法 （1963～ ） 河南正阳县
人。河南能源焦煤公司古汉山矿采一区书
记。长期从事一线采煤工作，累计提出合理
化建议1400条，查处安全隐患2400条，为安
全生产作出了贡献。2010 年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37．叶明仁（1934～2011）博爱清化二

街人。原焦作市农业银行副行长。1960年被
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38．申麦成 （1969～ ） 河南博爱县
人。河南能源焦煤公司赵固二矿职工。长期
坚持自学，先后完成技术革新50多项。以他
名字命名的“申麦成技能大师工作室”累计
创效5000多万元，共完成各类创新成果811
项，其中561项被成功转化应用、22项获得
国家专利。201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
模范”荣誉称号。

039．申胡长（1932～1948） 革命烈士。
武陟宁郭村人。1945年宁郭镇解放，年仅13
岁的他当上儿童团团长，并在业余剧团兼小

演员。1947年，党领导的肃匪反霸斗争在宁
郭迅猛开展，他积极参加打恶霸、斗地主、
肃匪徒。1948 年在国民党围攻宁郭时被捕，
英勇就义，年仅16岁。

040．申亮亮（1987～2016）烈士。温县
西南王村人。生前系陆军第16集团军某部战
士。2016 年 6 月 1 日，在马里共和国加奥营
区执行国际维和任务中，遭遇汽车炸弹袭
击，壮烈牺牲。

041．田 原（1917～1938） 沁阳万善村
人。早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
队”，建立起蒲县第一支抗日武装——人民武
装自卫队，积极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部队
被日军包围，壮烈牺牲。

042．田时风（1913～1943） 革命烈士。
沁阳西万村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日寇侵占沁阳后，奉命打入国民党沁
阳七区开展工作。1940年任沁阳县抗日民主
政府县长。1943 年由于日军“扫荡”，转移
途中遭日伪军袭击，不幸牺牲。

043．田春花（1937～1993）女，原孟州
市下坡头红专学校教师。1960年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044．冉思广（1907～1958）温县朱家庄
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建
立了温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冉继云庄支
部，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沁济暴动失
利后被逮捕，1935 年经取保获释。“七七事
变”后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

045．冯金堂(1885～1932)革命烈士。河
南淇县人。“五卅运动”后，参与组织了历时
8个月的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维护了矿工
正当利益，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
河南省委常委兼焦作特支书记，领导豫北地
区地下斗争和煤矿工人运动。1932年发动李
河煤矿工人罢工，被捕入狱，英勇就义。

046．冯恩鸿(1919～1945) 女，革命烈
士。河北赞皇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长期在河北、山西从事妇女工作。1945年
任博爱县妇救会副主席，积极发动群众肃匪
反霸、减租减息，组织开展对敌斗争，后被
土匪包围，身负重伤被捕，壮烈牺牲。

047．冯精华（1916～1950） 革命烈士。
沁阳义庄村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百团大战中，成功奇袭日军长治机场，被授
予“模范营长”称号。后参加辽沈战役、平
津战役、粤桂战役、海南战役等，受到多次
通令嘉奖。1950年以身殉职。

048．闪湘玲（1953～ ）女，回族，博
爱大新庄村人。原焦作市百货大楼服装部经
理。2000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

049．司彦忠（1924～2012）修武佐眼村
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参加修武
四区、太行军区组织的战斗，并参加了淮海
战役，在战斗中负伤。之后，随军南下，先
后在广州、云南工作。

050．边树江，原焦作市耐火材料厂一车
间红旗组组长。195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
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51．吕茂盛 （1959～ ） 江苏沭阳县
人。原焦作矿务局韩王矿职工。长期奋战在
井下采煤第一线，吃大苦、耐大劳，先后转
战了16个采煤工作面，成为焦作矿区远近闻
名的“采煤虎将”。1995 年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52．任大娘（1900～1983）女，沁阳紫

陵村人。是革命烈士任建樟的母亲。积极支
持革命事业，曾亲送两个儿子参加革命。长
期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她家成为沁阳党
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传递
情报，为抗击日军作出了贡献。

053．任升荣(1909～1945)温县南张羌村
人。曾受“西安事变”影响，在家乡建立地
方武装抗日救国。1938 年日军侵占温县后，
曾率队袭击日军。后被国民党收编，多次伏
击日军，1942年在战斗中受日军重创，伤亡
惨重，突围转移至孟县一带。1945 年被暗
杀。

054．任生焕（1923～2013）沁阳捏掌村
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先后参加百团大战、林南战役、太南战
役、道清战役和解放焦作各县城的战役战
斗，曾荣获“二等人民功臣”称号。新中国
成立后到地方工作。

055．任建樟（1912～1933） 革命烈士。
沁阳紫陵村人。早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
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领导
了震惊豫晋边的沁济农民暴动，建立豫晋边
红军游击队第四、第七大队，任第四大队大
队长，9月被捕入狱。1933年英勇就义。

056．任保才 （1949～ ） 沁阳紫陵村
人。原该村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开发万亩
荒山荒坡，发展经济林6000余亩，生态保护
林3600余亩，研发的无公害果品远销全国各
地，农民收入得到了显著提高。2005年被国
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57．刘九学（1905～1964）博爱柏山村
人。1953年担任焦作矿务局李封矿采煤队队
长，推广先进采煤技术百余种，使产量和效
率大幅提高，创造了12年持续安全生产的纪
录。1950年、1956年、1959年被评为“全国
劳动模范”，先后多次应邀参加国庆观礼。

058．刘三阳（1909～1947） 革命烈士。
武陟西尚村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参加抗战，随部队转战清丰、南乐等
地。1944年任武陟小高区抗日民主政府副区
长。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武陟后，多次带
领队伍袭击小高之敌。1947年小高区民主政
府重新成立，任区长。后在国民党军队围攻
小高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059．刘公尧（1963～2013）孟州刘庄村
人。生前任孟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政治指导
员。2013 年在侦办焦作某非法集资案期间，
连续工作，积劳成疾，突发疾病不幸殉职。
2014年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二级英模”。

060．刘传周（1874～1954）博爱柏山村
人。他爱国正直，有民族气节，不仅支持其
子刘聚奎参加革命，而且长期资助革命事
业。曾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帮助和掩护
共产党员张璋、李达九、张高峰等在博爱开
展工作。1941年参与营救了被捕的刘甫成。

061．刘会来（1921～2015） 焦作中站西
冯封村人。1946年参加太行军区武工队，后
编入太行军团46团独立营，因作战勇猛，不
怕牺牲，屡立战功，多次受到嘉奖。1948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
年曾与战友一起用扁担俘虏了8个荷枪实弹
的美国士兵。后回乡从事农业劳动。

062．刘甫成（1910～1944） 革命烈士。
博爱柏山村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协助共产党员张璋在博爱开展工作，并在
1940年与共产党员张高峰一起，恢复博爱党
的工作。后调至太岳根据地，1944年受组织
派遣重回博爱，在执行任务时被捕，壮烈牺
牲。

063．刘应中 (1914～ ） 孟 州 韩 庄 村
人。早年积极参加进步学潮和抗日救亡运
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孟
县支部书记、孟县区分委书记、孟县工委组
织委员等职。1939年调山西翼城中心县委工
作，1940年迫于形势脱党返家务农。1950年
重新入党。

064．刘怀松 （1921～ ） 修武张弓村
人。1944年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带领队伍长期活跃在修焦公路和道清
铁路沿线，神出鬼没袭击敌人，取得很多战
果，特别是三截国民党军四十四师的战斗，
更是震慑了敌人，两次受到通令嘉奖。

065．刘昌炎（1894～1927） 革命烈士。
湖南株洲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被派到焦作领导工人运动，参与组织了焦
作煤矿大罢工，成立焦作第一个党组织——
中共焦作支部干事会。后回湖南工作，1927
年率领安源工人武装参加围攻长沙的长途进
军，7月被地主反动武装逮捕，惨遭杀害。

066．刘明铸 （1949～1997） 四川泸州
人。生前系焦作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队长。参
加公安工作以来，处处以身作则，忘我工
作，秉公执法，热情服务，受到人民群众高
度赞誉。1997 年在执勤中被违章大客车撞
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1998年被公安
部追授为“全国二级英模”。

067．刘振东 （1933～2010） 河南许昌
人。原焦作卫校病毒免疫室主任。1989年被
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068．刘德印（1929～1951） 革命烈士。
修武白庄村人。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不
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焦作姜庄一带
打伏击，荣立了个人一等功。后参加志愿军
赴朝作战，1951年率一个班在冰天雪地里与
美军鏖战了17个昼夜，英勇牺牲。

069．齐 欣（1914～ ）女，沁阳城关
人。1928年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协助郭晓棠参与沁济武装暴动准
备事宜。后受组织委派在南阳等地以教书为
名进行革命活动。1942年到延安，参加了整
风运动，之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070．江春贵（1909～1946） 革命烈士。
安徽六安人。1932年参加鄂豫皖根据地反围
剿斗争，后随红25军北上抗日，长征途中加
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随八路军到
修武开展工作，坚持道清铁路沿线的游击斗
争，后任修武县抗日县大队大队长，多次参
加对日伪作战。1945年参加了第二次解放修
武战斗。1946年因病去世。

071．许子善（1911～1980） 武陟北官庄
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领导了
武陟抗捐暴动，并在北官庄成立了武陟县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1931年调至焦作，先后在
李河、李封矿从事工人运动。日军占领焦作
地区后，组织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
队”，积极开展抗日斗争。1942 年转入根据
地地方工作。

072．许传瑞（1922～2007）焦作中站李

封村人。1948年参加工作，1983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焦作矿务局财务处基建科副科
长。1956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
者”荣誉称号。

073．许谷永，原焦作矿务局焦西矿“七
一”青年水利采煤队职工。1959年被国务院
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74．孙 卿，原焦作矿务局王封矿职
工。1959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

075．孙永宇、孙永宙 孙永宇（1920～
1941），孙永宙 （1923～1940），二人为兄
弟，革命烈士。武陟窑头村人。1937年参加
革命，后奉命回乡开展抗日斗争，建立河北
民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第五支队，后部队
被编入八路军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1940年
部队转战河北，在反“扫荡”战斗中，孙永
宙不幸牺牲。1941年孙永宇在随部队挺进鲁
西南途中，同汉奸部队遭遇，壮烈牺牲。

076．孙永利 （1970～ ） 博爱南庄村
人。创办博爱县金城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
了集观光种植、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
的农业生态园区，带领农民共同致富。2015
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77．苏 戈（1920～1947） 革命烈士。
孟州堤北头村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延
安、安阳县、温孟县等地区开展革命工作，
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基层组织。1947年所在
部队遭国民党和地方民团围攻时被俘，惨遭
杀害。

078．苏砖头 （1924～1946） 革命烈士。
博爱下期城村人。1945年起积极参加农会组织
开展的革命运动，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10月，被叛徒设计出卖，惨遭杀害。

079．李 红（1988～ ）女，修武十里
铺村人。我国首位空手道冠军。2007年入选
国家队。2010 年 10 月，她在短短一个月之
内，连夺亚运会、世锦赛空手道女子50公斤
级冠军，实现了中国空手道在这两项世界大
赛上金牌零的突破。

080．李 爽（1994～ ）女，河南焦作
市人。在2014年世界杯短池游泳赛中夺得女
子200米蝶泳冠军。

081．李 琳 （1923～1950） 革命烈士。
修武西常村人。1938 年参加抗日游击队，
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作战英勇顽强，
曾参加过解放太原、西安等战役和进军西
北、西南追歼国民党军队的战斗。1950年率
部驻守四川北川县，在指挥与叛匪的战斗中
壮烈牺牲。

082．李 然（1902～1946）女，革命烈
士。武陟北阳村人。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积极组织本村妇女护理八路军伤病员。
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妇女为解放军做军鞋、
军衣等，积极支援前线。1946年国民党军队
占领武陟，在转移中不幸被俘，壮烈牺牲。

083．李文彦（1927～1952） 革命烈士。
沁阳留庄村人。1947年参军，1949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10月
随部队攻上了上甘岭上佳山无名高地，多次
打退敌人的进攻，子弹用尽后，仍坚守阵
地，舍身炸敌，壮烈牺牲。被授予“特等功
臣”“二级英雄”称号。

084．李玉生（1922～1947） 革命烈士。
山西左权县人。194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 年调温县工作，后任第三区农会主席，
曾孤身活捉土匪头子原增有。1946年国民党
军队占领温县后，转战博爱打击敌人。1947
年在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失利转移途中被俘，
后被杀害。

085．李玉香（1965～ ）女，河南焦作
人。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从
事民事审判工作 29 年，审理案件涉及单位
600 多个，涉案家庭 5000 多家，让 200 多位
老人得到赡养，使 100 多个家庭破镜重圆，
未出现一例错案。2015年被授予“全国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

086．李东文 （1916～1945） 安徽霍邱
人。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
等。久经战阵，6次光荣负伤。1945年任八
路军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主力团第四十五团
团长，参加解放沁阳城的战斗，在侦察敌情
时不幸牺牲。

087．李同保 （1942～ ） 温县李肇村
人。同济大学研究员，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
理事长。长期从事光辐射计量测试技术研
究，是国际上最早从事量子辐射学研究的科
学家之一，主持研制的多项光辐射测量标准
及仪器填补了国内空白。1994年被选为首批
中国工程院院士。

088．李刚中 （1908～1933） 河南南召
人。1926年在获嘉开展农民运动，后被派到
焦作，在道清铁路两侧农村进行革命活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焦作工委委
员，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曾参
与组织一里路村抗捐斗争。1933年病逝。

089．李克道（1925～1997）修武圪料返
村人。1942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务，因作战勇猛，多次荣立战功。1947年在
山西霍县战斗中，率先登城，荣立一等功。
1950年被授予“人民功臣”称号。

090．李来财（1928～1996）沁阳西紫陵
村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失去双脚，1955年
担任博爱农场拖拉机驾驶员，被称为“无脚
驾驶员”，曾先后两次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
表大会。196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
作者”荣誉称号。

091．李宏颐（1913～1943） 革命烈士。
沁阳王村人。“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学
生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参加八路军晋豫边
游击支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秘
密打入伪军及国民党沁阳地方武装，从事策
反、收集情报以及掩护地下党组织等工作。
1943年在执行任务中被日伪特务逮捕，英勇
就义。

092．李河运（1891～1941）女，革命烈
士。沁阳义庄村人。积极支持长子冯精华参
加革命，并送其他子媳参加晋豫边抗日游击

队，她家被誉为“革命家庭”。曾从事党的地
下交通工作，并卖地买枪支持县委组建抗日
武装，组织妇女支援前线。1939年转移到山
西晋城掩护党组织开展工作。1941年因积劳
成疾不幸逝世。

093．李泽生（1921～1946） 革命烈士。
孟州坡底村人。早年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
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任中共孟县县委书记，同敌伪开展了
各种形式的斗争，后奉调到根据地工作。
1945年返回孟县开展革命工作，1946年在同
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094．李学岭 （1964～ ） 河南原阳县
人。焦作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24年坚守
护学岗守护学生安全，从无发生一起伤害学
生的交通事故。热心公益，长期资助4名困
难学生读书。2015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

095．李勃然（1916～1973）孟州坡底村
人。“七七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任孟县抗敌动员委员会坡底工作区负责人。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孟县县委宣传
委员，代理县委书记等，领导孟县抗日救亡
运动不断掀起高潮。曾被捕入狱，逃脱后到
达延安，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096．李冠慈 （1908～1947） 沁阳王村
人。早年曾与郭大佛等组织领导了沁北紫陵
一带的农民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回乡进
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参与建立中共沁阳支部。1934年起，先
后到辉县、孟县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937年
赴山西参加八路军，1947年因积劳成疾病逝。

097．李振明（1962～ ）回族，河南封
丘县人。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焦作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民警。参加工作以来，始终坚
持文明执勤，被群众翘指称赞。曾多次见义
勇为，制止打架斗殴事件，抓获不法分子数
十名。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

098．李常田（1915～1948） 革命烈士。
修武北霍村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太行南区
抗日游击支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焦作解放后，任焦作市政府秘书。1946年
国民党军队占领焦作，他随市党政军机关撤
至北部山区，后在战斗中被俘。1948年遇害
于南京雨花台。

099．杨介人（1898～1936） 革命烈士。
沁阳崇义村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同周
恩来等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寻求救国真理。
1923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参加组织
发动了焦作煤矿和六河沟煤矿工人罢工。
1929年不幸被捕，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回沁
阳，秘密发展党员，组建党组织。1933年再
次被捕，于1936年惨遭杀害。

100．杨法谊 （1965～ ） 修武杨楼村
人。修武县农业局局长。在身患严重股骨头
坏死的情况下，仍坚持把农田当作工作间，
致力于推广和应用新品种、新技术。9 年
来，该县粮食高产创建连续6年创造了18项
全国纪录，跻身“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行
列。2015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
称号。

101．杨型周 （1920～1945） 革命烈士。
河南济源市人。1938 年参加八路军，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民运工作员、团政
治部民运股长、连指导员、营长等职务。
1945年在解放沁阳战斗中，率部英勇杀敌，
出色完成任务。在追击逃敌时，不幸中弹牺
牲。

102．杨贵平（1922～2007） 原孟县粮食
局西何庄粮库主任。1960 年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03．杨莲卿（1923～1943） 修武万箱铺

村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多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次奉组
织命令，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1943年遭
日伪地方武装逮捕并杀害。

104．杨啟振（1931～1997） 江苏铜山县
人。原焦作石油分公司南仓库协理员。大胆
进行技术革新，创造了变质煤油洗展法、手
摇泵抽油卸漕法、挣捔法、四口对口卸漕法
等。1956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
者”荣誉称号。

105．吴 晓，原焦作矿务局 39 号井职
工。1956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
者”荣誉称号。

106．吴光荣（1901～1928） 革命烈士。
湖北黄陂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受党组织委派到焦作进行革命活动，参与
领导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参加建立了焦
作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焦作支部干事会。
后调湖北工作，1928 年被国民党逮捕并杀
害。

107．吴孝良（1928～ ） 河南修武人。
1948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 年火线
入党。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西
南剿匪。1950 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入
朝作战，在上甘岭战役中作战英勇荣立二等
功。

108．吴孟玮（1910～1944） 温县北贾村
人。早年在开封开展革命运动，后到西安参
加“左联”，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委派，回温
县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敦促成立了温县抗日
团体“政教工作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
动。1944年，被国民党杀害。

109．吴俊仁（1923～ ） 原焦作机械厂
工人。1956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
者”荣誉称号。

110．何一萍 （1913～1938） 革命烈士。
河南孟州市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
中共河南省委派遣，到山东枣庄进行抗日宣
传、统战工作，组织武装抗日。1938年任苏
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政治委员，在与国民党
军队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

111．宋大国 （1963～ ） 河南信阳人。
原焦作矿务局韩王矿职工。曾连续多年创造
保持了全矿出勤、效率、增产节约和收入

“四个第一”。1995至1999年，累计出勤2113
天，年平均出勤350天以上，增收节支124万
元。2000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