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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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宋学义 （1918～1971） 革命烈士,
“狼牙山五壮士”之一。沁阳北孔村人。1939
年加入八路军抗日游击队，1941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1 年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
移，同数倍于己的日寇殊死战斗，在已完成
任务、弹尽粮绝、被逼入绝境的情况下，同
其他四位战友纵身跳下悬崖，创下了“狼牙
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后幸免于难，于
1971年病逝。

113．宋宪章（1966～ ） 温县西南徐堡
村人。焦作市公安局车管所副所长。从事交
通执勤工作14年，无一起投诉事件。担任车
管所领导职务后，仍每天坚持在一线岗位工
作，为群众解决疑难问题，并成立流动车管
所，深入偏远地区进行上门服务。2005年被
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14．张 方（1916～1946） 孟州张厚村
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孟县
县委书记，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坚持领导
孟县党组织同敌人开展斗争。1945年孟县解
放后，任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一区区委
书记，全力投入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建设中。
因积劳成疾，于1946年病逝。

115．张允文 （ ～1938） 焦作北朱村
人。清末优廪生，曾任国民党博爱县政府视
学、督学等。1938年在共产党人影响下，加
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投身革命，常利用自身
身份优势，协助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促成
建立了中共博爱工委山上区分委和茶棚支
部。同年，遭国民党逮捕并杀害。

116．张生林（1939～ ） 山东潍坊人。
原河南轮胎厂党委书记、厂长。从事实心轮
胎、海绵轮胎、坦克胎负重轮铸压新工艺生
产线及产品应用等六大技术研究，其技术成
果在全国轮胎行业具有较高的推广和应用价
值。1995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

117．张生活 （1948～ ） 温县马庄村
人。带领村民艰苦创业，创办了河南省凤凰
实业总公司，实现年产值近亿元，产品远销
全国，使马庄村成为全省闻名的小康村、富
裕村。1989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
范”荣誉称号。

118．张立春（1932～ ） 沁阳高村人。
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了抢
渡黄河、攻克洛阳、解放郑州、解放开封、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广州战役、广西战
役、西南战役和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上甘岭
战役等。

119．张兰祥（1926～1996） 武陟县大城
村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班长、排长，参加了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上甘
岭战役。

120．张延吉 （1927～ ） 武陟小董乡
人。1945 年参加八路军。参加了解放温县、
沁阳的对日作战，后部队改编为太行四分区
四十五团，又随部队参加了解放阳庙、洛
阳、登封、郑州等战斗，并参加了淮海战役
和渡江战役。

121．张庆泽（1905～1952） 中站南朱村
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建立了博
爱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鹿村支部。积极组
织开展农民运动，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全
面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
工作。

122．张希文（1922～ ） 沁阳七里桥村
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淮海战役中荣获师一等英雄称号，
渡江战役中获军一等英雄称号，抗美援朝中
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英雄称号。

123．张迎春（1958～ ） 女，修武东辛
庄村人。修武县第一中学教师。自1975年参
加教育工作以来，长期担任毕业班英语教学
工作，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教学特色。
她关心关爱贫困生、后进生的爱心激励法广
受赞誉。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
作者”荣誉称号。

124．张述学 （1916～1947） 革命烈士。
中站北朱村人。1945年焦作解放后，参加民
兵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1946年国民党军
队占领焦作，随市党政军机关和部队撤至北
部山区。1947 年奉命下山侦察敌情时被俘，
惨遭杀害。

125．张金福（1933～ ） 修武西俎近村
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在乡参加儿
童团，积极为党和抗日部队提供情报。后参
加了华中南解放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
役，曾获华中南解放纪念章、淮海战役纪念
奖章、渡江作战纪念奖章等。1987年被国务
院授予二级金星奖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
予胜利功勋荣誉章。

126．张宝华 （1948～ ） 温县南孟村
人。原温县农科所所长。从事农业工作 35
年，先后研发了“预麦 25 号”“预麦 41 号”
等优质品种，将温县农科所建成了全省一流
的研究所。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

127．张济洲 （1904～1944） 革命烈士。
示范区秦屯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
加建立了修武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秦
屯耿作支部。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党
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对日伪作战。1944年
奉党组织命令，打入伪军内部负责搜集情
报，后被敌逮捕，遭埋杀。

128．张统一 （1949～ ） 温县南孟村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科学、工程科学
和固体力学专家，香港大学终身教授。重点
研究领域包括材料的机械性能、微观力学、
纳米力学等，预测并证实了钢铁扭转和剪切
载荷下的氢脆现象，研究的“压电材料”曾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129．张峻山 （1917～1947） 河北邯郸
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5年调任温孟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区
区长，温县解放后任温县民主政府第四区区
长，领导全区人民开展反霸、减租减息等运
动。1946年国民党军占领温县后，他多次率
队沉重打击反动势力。1947年在同反动地主
武装战斗时，中弹牺牲。

130．张祥云（1915～1947） 革命烈士。
山西昔阳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调温孟县工作，任县
二区武委会主任，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反霸、
减租减息等运动。1946 年国民党军占领温
县，县党政军机关等撤至太行山上。他经常
率队下山打击敌人，1947年在战斗中遭敌人
包围，转移中不幸被俘，惨遭杀害。

131．张清河 （1911～1946） 革命烈士。
孟州沟北头村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任沟北头区分委书记，深入群众开展
革命宣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任孟
县抗日民主政府五区区长。1946年遭国民党
反动派偷袭时被俘，惨遭杀害。

132．陈 中 （1982～ ） 山东菏泽市
人。2000年第27届悉尼奥运会女子跆拳道67
公斤以上级冠军，为中国夺得第一枚奥运会
跆拳道金牌，实现了中国跆拳道“零”建立
到“零”突破。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再次
夺得女子72公斤以上级金牌，为国家赢得了
荣誉。

133．陈廉如 （1916～1942） 革命烈士。
温县陈家沟村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八路军修械所和军工部四所教导员，坚
持带领指战员在游击战中搞生产，运动间隙
造枪炮，受到朱德总司令传令嘉奖。1942年
以身殉职。

134．邵天福（1902～1976） 武陟杨庄村
人。早年在家乡组织绿枪会，惩治地主武
装。1938年日军占领武陟后，率队加入太行
南区游击司令部五支队。后回乡再组绿枪
会，在武陟一带打击日伪军。1946年随队编
入太行四军分区四十四团，在辉县作战中负
伤，复员回乡。

135．武 超 （1924～1946） 革命烈士。
孟州油坊头村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5
年孟县解放后，任四区武委会主任，率民兵
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后国民党军侵占孟
县，县党政机关撤退至济源一带，他率队继
续开展游击战斗。1946年在执行任务时，被
地主武装杀害。

136．武士奎 （1899～1943） 修武陈村
人。早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
动。1938 年促成了河南省第一个抗日民主
政府——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后随“许河
事件”突围出来的部队转战山西根据地，任
晋东南平顺专署司法科长。1943年在与日军
的战斗中以身殉职。

137．武怀让 （1899～1936） 革命烈士。
河南孟州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
在山东、天津、东北等地开展党的工作。
1933年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1935年
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
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6年在苏
联肃反期间，被王明、康生以莫须有的罪名
迫害处死。

138．武修海，原焦作矿务局第一建井工
程处竖井工区职工。1959 年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39．苗既平（1913～1932） 革命烈士。

河南济源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参与组织了西北乡农民起义，并参加组织
领导了沁济农民暴动，随后以原大寨为中心
坚持游击战争近3个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
反动势力。12月敌人围攻原大寨，因寡不敌
众，撤离中被俘，惨遭杀害。

140．范伦五（1893～1969） 修武范庄村
人。曾长期利用自己的绅士身份和名望，积
极参加抗日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使其
家成为中共地下党和抗日人员的活动联络
点，被太岳区党委赞誉为敌占区“活的电线
杆”。其还收买土布、药品等，秘密穿越敌封
锁线，送到根据地，支援抗日和大生产运动。

141．范庭兰 （1903～1939） 革命烈士。
温县小黄庄村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军队，抗战
中组成抗日义勇队伍，在温县北平皋、沁阳马
冯蔺等战斗中重创日军。后任豫北别动队第
五总队总队长，1939 年率部进驻修武外窑，
与日军展开激战，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142．林法章（1920～1989） 焦作东张庄
村人。1943 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斗地主恶
霸、减租减息和赎地倒产运动，并一边发动
群众支前，一边带领民兵开展游击战争。
1945年参加收复焦作东、西大井等战斗，后
带领民兵坚持游击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
保卫了解放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43．尚桂英（1927～2013） 女，武陟西
小虹村人。解放战争时期，积极组织妇女北
上太行山，参加太行地区大生产运动，支援
前方解放军作战。1946年参加太行地区第二
届群英会表彰大会，被推选为太行地区妇女
模范。

144．罗思危 （1898- 1928） 湖 北 黄 冈
人。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
后被党组织派到焦作组织工人运动，领导组
织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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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重建中共黄冈县委，并组建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1928年发动回龙山农
民暴动，失败被捕，英勇就义。

145．和有禄 （1964～ ） 温县赵堡村
人。当代和式太极拳代表人物。曾数次参加
国家和省、市举办的太极拳比赛交流活动，
取得可喜成绩。数次担任各类太极武术及武
术功力比赛的裁判工作。曾先后赴河南、四
川、江苏、广东等地和韩国传授和式太极
拳，培养弟子万余人。

146．岳邦殉（1913～1970） 温县夏庄村
人。1937 年加入“民先”，积极参加党领导
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参加了台儿庄战
役，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分别在西北
联合大学、陕甘宁边区等地从事党的基层组
织和教育工作。

147．周犹宋 （1898～1980） 河南唐河
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到
武陟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参加建立了武陟
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武陟县省立第二商校
支部，任书记。全国解放后，一直在南阳从
事教育工作。

148．周瑞麒（1911～1945） 革命烈士。
沁阳虎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
领导了“沁师学潮”“暑期读书会”等活动，
后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七七事变”后，
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打入敌

伪军内部，开展策反工作。1945年被特务告
密，英勇牺牲。

149．郑全斌，原焦作矿务局制修厂“三
好”青年突击队队长。1959年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50．赵 云（1933～2004） 女，示范区

大李村人。抗战时期作战英勇，荣获全国解
放纪念章、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作战纪念
章、赴朝慰问纪念章等。

151．赵 明 （1912～1949） 革命烈士。
修武西小庄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
西小庄支部书记，积极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
亡运动和反奸反霸等斗争。“许河事件”后，
继续秘密开展党的革命斗争。1945年任焦作
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组织成立矿区纠察队
保护矿厂。1949年被反动地主暗杀。

152．赵 明 （1926～1947） 革命烈士。
河北邱县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由太行区党委分配到温（县）（武）陟县工
作。1946年国民党军占领武陟，县党政军机
关等撤至北部山区。1947年新婚不久，奉命
带领武工队下山开展游击战争，多次打败敌
军。后遭敌军突然袭击，身负重伤，壮烈牺
牲。

153．赵存献 （1938～ ） 孟州汤庙村
人。全国拥军优属模范，首个设立“家庭国
防建设基金”和村级“现役军人立功奖励和
代耕基金”，先后帮助2000余户军烈属走上
了富裕之路，100 多名退伍军人在他的言传
身教下成为远近闻名的园艺师。1995年被国
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54．赵同孝（1898～1942） 修武西小庄
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修武县抗日
民主政府首届农会主席，积极组织群众参加
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群众建立农
会，积极开展斗争。“许河事件”后，参与领
导道清铁路以北地区的革命活动，坚持党的
地下秘密斗争。1942 年被反动政府逮捕杀
害。

155．赵法英（1921～1948），修武西村
人。1943年参加八路军沁河支队，1945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陈谢兵团挺进豫西、
淮海战役等多次战斗。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
受重伤英勇牺牲。获“特等人民功臣”“模范
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156．赵河清（1937～ ） 孟州东小仇村
人。原孟县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审判员。在
法院工作期间，坚持秉公办案、不徇私情，
共计审结各类民事和经济案件2386件，被群
众誉为“黄河岸边黑包公”。1995 年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57．赵晓枝（1958～ ） 女，山阳区恩
村人。原解放区环卫处焦北清扫所所长。坚
守环卫一线工作30余年，在全市改进推广新
型清扫技术，为单位节约资金23万元。2005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58．赵福运（1959～ ） 山阳区巡返村
人。1988年起他兴办村办企业，带领村民致
富。致富后，为村中兴建学校、敬老院、医
疗所、剧院等公共基础设施，对村民实行医
保、水电等免费政策等，使村民过上了幸福
生活。2000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
范”荣誉称号。

159．赵禧林 （1949～ ） 河南博爱县
人。原焦作矿务局焦作华飞电子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1987年依托个人专利
技术产品，成功创建了矿务局电子设备厂，成
为矿用计算机行业的领军人物。2005年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60．郜长青 （1964～ ） 中站赵庄村
人。原焦作市邮政局中站区局龙洞所投递
员。自1986年从事山区步行投递工作以来，
每天背负10多公斤的邮包徒步投递35公里，
13年总里程达13万公里，并义务为山区农民
购买物品 600 余次。2000 年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61．郜文英（1921～ ） 女，解放区上

白作村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丈夫
共同参加了杨聚和领导的焦作武工队，曾参
加抗日战争、解放焦作战争等，在战斗中负
过轻伤。解放后，曾任中站区许河村书记、
妇女队长等职务。

162．郜文思（1901～1941） 焦作定和村
人。曾参加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和李河煤矿
工人罢工。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
党的地下交通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敌
据点，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传递文件、护
送干部，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41年被
捕入狱，光荣牺牲。

163．段海青(1924～1947)革命烈士。博
爱清化镇人。1945年投奔解放区，任沁博独
立营三中队中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47年在率先
遣队挺进大别山途中光荣牺牲。

164．侯芳桐（1931～ ） 河南卫辉人。
原武陟县第一中学工会主席。上世纪50年代
开始业余钻研半导体材料，经多次实验后，
制成了单质硅，纯度达到99.99%。1960年被
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65．侯德善（1922～1983） 马村罗庄村
人。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长期在焦作、新乡一带抵御倭寇，袭击
伪军，剿匪反霸，拯救百姓，曾获“杀敌英
雄”等称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于1951年
洪川战斗中身负重伤。

166．姚守禄（1917～1937） 革命烈士。
孟州西逯村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
与组建了中共孟县小组。1936年成立中共孟
县支部，后任中共孟县区分委宣传委员。
1937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6月
在返回河南开展工作途中，被敌人杀害。

167．姚秀荣（1952～ ） 女，河南内乡
县人。原焦作市起重机械总厂工人。她爱岗
敬业，惜时如金，无私贡献。据统计，从
1989年到1994年的5年半时间，她完成了15
年的工作量，为国家多创造价值 260 万元，
被人们称为具有王进喜般“铁”劲的女人。
199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

168．贺璐敏（1980～ ） 女，博爱下水
磨村人。1996年入选国家跆拳道队员，后兼
任队长。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比赛，取得了

优异成绩。曾荣获 2000 年第二届世界杯赛
（法国里昂） 跆拳道67公斤级冠军、第14届
亚洲锦标赛（香港）69公斤级冠军。

169．秦振山（1908～1943） 沁阳西兰户
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沁济
暴动，后辗转山西进行革命活动。“七七事
变”后奔赴延安，1943年被派往林县做地下
工作，后被捕入狱，英勇就义。

170．秦梦虎（1900～1941） 焦作焦作街
人。1923 年参加道清铁路工会举行的声援

“二七”大罢工的“同情罢工”，期间加入中
国共产党，成为焦作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
一。“五卅运动”后，深入煤矿，发动群众，
积极投身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1928年后辗
转外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41年病故。

171．耿繁绎（1917～1976） 孟县耿桥村
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沁阳中心
县委组织部长、豫北地委委员等。1945年在
济源、垣曲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土改工作。
1947年参加解放晋南战役。

172．贾洪枫（1916～ ） 女，沁阳西万
村人。早年受革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抗日
宣传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
子县城关区委副书记、五寨县妇联会副主
任、武功县妇联会主任等职务，长期从事农
会和妇女工作。

173．原 远 （1913～1947） 革命烈士。
博爱狄林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八路军一二九师历任排长、连指导员等。
1940年被派到博爱开展地下工作，为党组织
提供情报，开展瓦解策动敌伪军等工作。
1945 年博爱解放，调任沁阳县公安局长。
1947年被地主出卖，在突围中牺牲。

174．原振忙（1915～1946） 女，革命烈
士。温县北平皋村人。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任村农会妇救会主席，积极带头参加
反奸反霸斗争。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温县
时，因未及时转移，被敌人抓获，惨遭杀害。

175．铁 夫 （1918～1945） 吉 林 东 宁
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太行第八
分区二团参谋长等职务，战斗英勇，人称

“铁汉子”。1945年协助团长率领二团解放博
爱县城，在带队同敌人进行继续战斗时，不
幸中弹牺牲。

176．铁紫娟（1967～ ） 女，回族，沁
阳自治街人。焦作市价格成本调查监审局干
部。在焦作市卫生材料厂工作期间，累计创
下43个万米无疵布的记录。1989年，年仅21
岁的她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成为共和国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劳动
模范，被誉为焦作纺织战线的“铁姑娘”。

177．徐 毅（1911～ ） 孟州焦庄人。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组建了孟县第
一个党支部——孟县师范支部。1932年同党
组织失去联系，1938年再次入党，在白色恐
怖下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工作。

178．徐江涛（1971～2011） 修武烈杠营
村人。生前系修武县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在

“清网行动”中，他不畏艰难，带领追逃小组
先后奔赴5省12市，共抓获网上逃犯10名。
2011 年在准备赴外继续抓捕时，因劳累过
度，突然晕倒，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2012
年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模”称号。

179．徐沛三（1871～1925） 革命烈士。
孟州徐庄人。早年加入“兴中会”，宣传反帝
反封建思想。曾支持道清铁路工人罢工，
1925 年受党委派，作为豫北三府宣传总代
表，组织了焦作各界援沪联合会，宣传募捐
支援上海工人，并为上海沪案团到焦开展活
动进行宣传鼓动和募捐。因积劳成疾病逝。

180．高庆祥（1962～ ）温县南平皋村
人。原温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创新经营理念，加强农电精益化和专业
化管理，打造了农电服务品牌，并创建退伍
军人电力服务队，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201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
誉称号。

181．郭大佛（1908～1938） 沁阳紫陵村
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参与领导了沁阳的民
主革命运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
沁阳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沁阳支部，并开
创晋豫边革命根据地，参与组织领导了沁济
农民暴动。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沁阳组织抗
日武装，1938年在截击日军时中弹牺牲。

182．郭世旺（1919～2012） 孟州小宋庄
村人。原国营孟县农场农工队队长。1954年
带领员工兴建土渠8000余米，使千亩丰产方
产量较过去增长了七成多，成为全场产量最
高的样板田。1956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
进生产者”荣誉称号。

183．郭东明 （1959～ ） 温县徐吕村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73 项目首
席科学家，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是全国
机械制造学科领域颇具声望的领军人物，主
要研究领域为特种及精密加工、数字化设计
制造。曾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等多项荣
誉。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84．郭兰英（1951～ ）女，焦作示范
区沙邱铺村人。原解放区环卫处焦北清扫所
所长。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默默无闻，无私
奉献。1989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
范”荣誉称号。

185．郭守业 （1907～1936） 博爱鹿村
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建了博
爱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鹿村支部，积极开
展革命工作。1930 年组织领导龙王庙暴动
（未遂）。1931年任焦作中心县委书记，组织
领导了博爱农民运动。1936年病故。

186．郭麦旺（1932～2015） 修武一斗水
村人。为改变山村的穷困落后面貌，他带领
村民挖山修路，经过20年的苦战，终于修通
了长达25公里的修陵公路修武段，为一斗水
村打开了一条幸福路、致富路。其中总长度
4831米、穿越19个山洞的隧道公路已经成为
云台山国家级风景区的重要景点——叠彩洞。

187．郭爱萍（1973～ ） 女，河南博爱
县人。焦作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第二分公司驾
驶员。工作中把“李素丽工作法”与“微笑
服务”融合起来，坚持用良好的心态和乘客
沟通与交流，被沿线乘客称为——“微笑天
使”。2015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

范”荣誉称号。
188．郭舜仁（1909～1933） 革命烈士。

沁阳西紫陵村人。早年曾参与组织了沁阳的
农民运动和抗日救国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参与组织领导了沁济农民暴动，建
立豫晋边红军游击总队，任总队长兼第七大
队大队长。1933年被国民党杀害。

189．曹凌波 （1907～1983） 河南杞县
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焦作
市做群众运动工作，组建工农别动队，创办
工人子弟学校。大革命失败后，他负责焦作
市委的全面工作，参与组织了焦作暴动。

190．曹逸飞（1988～ ），河南焦作市
人。中国射击运动员，先后获得2006年克罗
地亚射击世界锦标赛（青年组）男子50米小
口径步枪冠军、2010年射击世界杯悉尼站男
子10米气步枪冠军等。

191．龚逸情（ ～1928） 安徽芜湖人。
早年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期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6年任中共焦作地执委书记，积极
带领焦作人民进行反军阀斗争，配合北伐军
作战。1928年在大荒坡暴动中壮烈牺牲。

192．常 静（1984～ ） 女，河南焦作
市人。中国女子射击运动员，2013年在第十
二届全运会射击项目女子50米步枪3种姿势
决赛中，为河南夺得第一枚金牌。2015年在
射击世界杯美国站比赛中，为中国队夺下本
站比赛首金，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

193．崔长永（1893～1982） 焦作龙卧村
人。“五卅运动”后，曾组织焦作煤矿工人反
帝大罢工。192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任修博武中心县委副书记，领导开展
地方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新华公
司第三矿厂厂长等，领导工人恢复、扩大生
产，对根据地的军工生产起到重要作用。

194．崔凤山 （1926～ ） 孟县田旺村
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所在部队转
战太岳，挺进豫西，因英勇顽强获“战斗英
雄”称号两次，立特等功三次、甲等功一次。
1948 年参加淮海战役，被授予“战斗英雄”
称号，他所在排被命名为“崔凤山英雄排”。

195．崔清文（1913～1945） 革命烈士。
焦作龙卧村人。崔长永之子。1937年参加八
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任焦作
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为迎接焦作解放做了
大量准备工作。后被捕入狱，1945年8月英
勇就义。

196．阎廷弼（1904～ ） 河北正定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受省委派遣
到焦作任市委书记，1928年根据省委指示组
织暴动，筹备开展豫西北游击战争，未成。
后因叛徒出卖，省、市委遭到破坏，被迫离
开焦作。之后在从事兵运工作中失去组织关
系。

197．梁 琨 （1915～1944） 革命烈士。
武陟北小段村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组织武陟抗日宣传队，成立
武陟抗日民族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抗
日，并组建工人抗日游击队。1941年后在修
武县从事地下工作。1944 年被国民党抓获，
坚强不屈，在解送途中投井牺牲。

198．董扎根 （1915～l983） 山 西 长 治
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以木匠身份
从事党的地下工作。l948年随太行四地委工
作团到温县，领导人民开展除奸反霸斗争。

199．董立通（1916～1945） 沁阳彰义村
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沁阳
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积极传播进步思想。
1945年，因叛徒告密，英勇就义。

200．蒋 秀（1897～1949） 女，河南滑
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博
爱县从事党的交通工作，搜集侦察敌情，送
情报，搞联络，多次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
务。1945年博爱解放后任农会委员，带领群
众斗地主，分田地，闹翻身，并积极组织妇
女支援前线，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拥军模
范。

201．韩书琴 （1926～2006） 河南辉县
人。原焦作银行矿区办事处员工。1956年被
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

202．韩克俭、王子英 韩克俭（1920～
1946），革命烈士，山西晋城人，中共党员。
王子英（1918～1946），革命烈士，山西高平
人，中共党员。1945年韩、王被上级派到修
武县三区开展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剿匪反
霸、减租减息斗争。1946年被国民党军队包
围，在英勇抵抗中不幸壮烈牺牲。

203．韩秩吾（1903～1942） 革命烈士。
修武磨石坡村人。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他倾全家之力支持党组织创建道清抗
日游击队，并促成河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
——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在新华日
报社工作，1942年在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大扫
荡中壮烈牺牲。

204．程万富（1915～1947） 革命烈士。
山西昔阳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任温陟县第三区区长，抗战胜利后任温县
第五区区长，期间带领干部发动贫苦农民，
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1946年转战
沁阳北部山区，带领队员打击国民党军队七
战七捷。1947年不幸被俘，英勇就义。

205．程秀德 （1916～1989） 焦作孟州
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身是盲人，
以算卦为掩护，为党和八路军做地下交通
员，一做就是10年，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为宣传抗日、解救和保护地下党负责人作出
了重要贡献。

206．鲁朋飞（1993～2015）烈士。博爱
际西村人。生前系海军航空兵学院某训练基
地飞行学员。2015年在一次飞行训练中，面
对飞机发动机空中起火、动力迅速下降的险
情，他果断驾机成功避开人口密集区域后，
因处置时间短促，无法跳伞，壮烈牺牲。

207．谢天荣（1916～1968）博爱清化镇
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抗战期间，任宣传队长、统战科长
等，经常带队深入敌占区，积极宣传我党抗
战主张，开展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团
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

208．谢延信（1952～ ） 河南滑县人。
河南能源焦煤公司鑫珠春公司退休职工。自
1974年以来，不辞辛劳地照顾已故妻子的三

位亲人，一诺千金、不离不弃，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人间大爱。2007 年被中共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等六部门授予“全国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

209．靳思弼 (1903～1932） 革命烈士。
焦作中站东王封村人。曾组织保卫焦作煤矿
矿权斗争，并参加支援郑州铁路工人“二
七”大罢工和焦作煤矿大罢工。1925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
失败后，负责河南省委的宣传工作。1928年
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后被捕入狱，1932
年英勇就义。

210．鲍鸾英（1911～1979） 女，修武佐
眼村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
妇女参加农耕劳动，为修武抗日根据地生产
自救和妇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1944年组
织妇女悉心护理太行军区八军分区野战医院
三所伤员，光荣出席了晋冀鲁豫边区英雄模
范大会，并受到了表彰。

211．满秀清（1939～ ） 女，回族，河
南滑县人。原焦作市百货大楼营业员。她主
动、热情、周到地为顾客服务，被誉为“柜
台上的辩证法”，是焦作市商业战线的一面旗
帜，两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亲切接见。196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
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212．翟茂林 （1908～ ） 武陟北阳村
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建立了武
陟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武陟省立第二商校
支部。后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武陟县
部，负责农民运动。1928～1937年，积极从
事抗日救亡活动。磋商成立了武陟县抗日临
时政府，任县人民自卫总队队长。配合抗日
部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213．翟学棠、赵桂英 翟学棠 （1895～
1946），女；赵桂英 （1930～1946），女。二
人系母女，修武史平陵村人。从 1944 年开
始，二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46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赵桂英任村妇女主席，翟学棠也
成为农会积极分子，组织群众参加党领导的
各项运动，发动群众支持党的革命事业。
1946年10月母女二人双双被捕，惨遭杀害。

214．熊子庚 （1908～1977） 修武孟村
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从事秘
密情报工作，曾在家中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
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1944年
与妻子建立豫西、豫北秘密交通线，将各种
情报源源不断送到太行根据地。1947年任河
南军区洛阳情报站站长，1950年转业。

215．熊德林 （1906～1979） 河南浚县
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焦作矿务
局王封矿绞车司机、机电科班长等职务，创
造了11年安全无事故的纪录。厉行节约，为
煤矿节省多项生产开支。1956年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

216．薛为余 （1905～1940） 河南武陟
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
积极发展党员，开展革命活动。1938年任武
陟党组织负责人，筹建武陟县抗日临时政
府。组建武陟人民自卫总队，任政委，开展
抗日斗争。后到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二纵
队任职。1940年所在部队遭日伪军袭击，不
幸牺牲。

217．薛右钧（1921～1986） 修武周流村
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随部队进驻修武山区，发动群众，宣传
党的政策，组织民众抗日。后随部队开赴冀
南开辟新根据地，作战英勇顽强，九次负
伤。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保卫延安战役，被
授予“人民功臣”称号。

218．薛右钫（1923～1944） 修武周流村
人。1936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部队宣传员、团政治处秘书、连
指导员等。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曾率一个
排抗击日军，掩护机关和大部队成功转移。
1944年在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219．薛翠芳（1936～ ） 女，修武城关
镇人。原修武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1989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
号。

220．穆祥顺（1893～1972）回族，天津
穆家庄人。早年在焦作福公司煤矿做工，
1925年参加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当选工
会副会长，与福公司进行了坚决斗争，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福公司职工联合会
会长，领导工人运动。抗战爆发后到外地工
作。

221．魏戈的 （1913～1947） 革命烈士。
博爱清化镇人。1936年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晋冀豫
军区第二军分区工作。部队改编后，先后担
任旅党委委员、作战科长。1947年随刘邓大
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在老羊山战斗中壮
烈牺牲。

222．太行八英 指在解放战争最艰苦时
期，活跃在焦作北部山区的八位青年女共产
党 员 ： 连 启 英 （1921～1984）、 郜 小 妞
（1930～1949）、林发英 （1928～1984）、赵桂
英 （1930～ ）、靳禄英 （1931～1994）、赵
兰 英 （1918～1996）、 郜 明 英 （1929～
2008）、靳子荣 （1926～1990）。1947 年焦作
二区成立女民兵队，八英分别担任民兵队
长，正、副班长。由于战斗英勇，连启英等
8 人全部被评为“杀敌英雄”“爆破英雄”，
并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八盘雄鹰”，也称“太
行八英”。

223．当代陈式太极拳代表人物 陈小旺
（1945～ ），温县陈家沟人，陈式太极拳
第十一代传人，曾任河南省武术协会主席。
陈正雷（1949～ ），温县陈家沟人，陈式
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曾任河南省武术协会
副主席，省武术管理中心副主任等。王西安
（1944～ ），温县陈家沟人，陈式太极拳
第十一代传人，国家高级武术教练、国家一
级裁判。朱天才（1945～ ），温县陈家沟
人，陈式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国家高级武
术教练、国家一级裁判。四人均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被海内外
太极拳爱好者誉为“四大金刚”，他们长期在
国内外讲学和授拳，积极开展太极拳文化推
广、普及和交流，为推动太极拳国际化传播
作出了突出贡献。

032016年６月22日 星期三
JIAOZUO DAILY■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翟 艳 王水涛│版式：汪 洋│校对：张雪晖 孙 茜│组版：杨 杰

公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