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英勇善战的“深山飞虎”
——王辉，男，26岁，东城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四级指挥员

2015年，王辉参加消防救援工作；2020年，调

入南川消防。截至目前，王辉累计参加灭火救援

300余起，抢险救援100余起，营救被困人员60余
人。作为区轻型山岳救援分队副队长，他带领队

员加强实战训练，提升救援能力，尽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在救援工作中，他不畏艰难、冲锋在

前，与队员协同作战，圆满完成多次救援任务——

在“1.22”金佛山北坡救援中，他带领队员在零下5
摄氏度的气温里开展6个多小时的救援，帮助18名被困人员脱险；在“7.23”金
佛山南坡溪降救援中，他从高低落差近100米的瀑布谷底成功营救4名被困

人员……多年来，这位英勇善战的“深山飞虎”用专业知识和敬业精神，一直

保持救援“零伤亡”纪录，牢牢守住了救援生命线。

2.带着公婆改嫁的孝顺儿媳
——毛秀兰，女，50岁，庆元镇玉龙村村民

2003年，毛秀兰的前夫因病逝世，在全家悲

伤沮丧的时候，她告诉公婆，家庭重任她来担，也

会一如既往地孝顺他们。为了挣更多的钱，在家

务农多年的她选择外出务工，每月准时给家里寄

钱，当起了家里的顶梁柱。公婆心疼她，多次劝

说她改嫁，她总是笑着推辞。2008年，她认识了

现任丈夫，俩人无话不谈，丈夫也对她体贴有

加。谈婚论嫁时，她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带着

公婆一起改嫁。丈夫答应了，两人重新组建了小家庭，一起照顾三方父母。

二十多年来，婆媳之间没有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场架，她们相互体谅、互帮互

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毛秀兰带着公婆改嫁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成为

了大家眼里孝老爱亲的典范。

3.鞠躬尽瘁的电力“先行者”
——刘兵，男，53岁，国网南川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近年来，刘兵结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地

域特征，加快推进供区优化整合工作，成功将南

川供电公司和綦南供电公司共同供电的局面，转

变为南川供电公司独立供电，每年为我区增加税

收1000余万元；构建“四特一芯双环两极”电网

发展核心主线，极大地增强了我区供电能力，助

推南川电网进入“超高压”“数智化”时代。为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他带队走访企业，结合“峰谷

电价”及企业生产情况，为企业制定最优用电计划，帮助企业节约用电成本

5000余万元。2022年，他积极促进麦浪元创（重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落

户我区，实现年产值3000余万元。每年春节，刘兵都主动申请值班守岗，带

头做好电力保供，与一线电力工作者一起守护万家灯火。

4.拄拐书写师者大爱的乡村教师
——刘荣洪，男，48岁，南川三中教师

刘荣洪是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毕业后毅然

决然回乡从教，在乡村讲台一站就是26年。他创

新教学方法，通过启发式教学帮助学生建立数学

思维，所教班级学生成绩在同年级一直遥遥领

先。2019年，刘荣洪身患重症，病症导致他双腿

胀痛、乏力，站着上完一节课后常常痛得直冒冷

汗。为了不耽搁学生课程，他默默忍痛坚持到放

假才去医院治疗。手术后三个多月还未痊愈，他又提前办理出院手续，拄着

拐杖、穿着尿不湿重返课堂。为了上课不迟到，他每天都提前出门，拄着拐

杖、扶着楼梯艰难上楼。这些年，他摔倒过多次，膝盖、手肘伤痕累累，但哪

怕是在他人生的“至暗时刻”，他也没有因为病痛缺席过一堂课。2023年，刘

荣洪获评“重庆好人”“中国好人”。

5.民营企业“领头羊” 助力发展“排头兵”
——李云强，男，60岁，南川区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重庆嘉
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南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民营经济是保障民生、促进创新、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生力军。作为区工商联主席、总商会

会长，李云强带领我区民营经济人士共谋发展

之路，牵头投资打造了区民营企业的总部基地

——区总商会大厦，入驻企业近 100家。他发

挥“领头羊”作用，带领我区传统民营企业积极

转型，联合33家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共同成

立重庆南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抱团发展，共谋振兴，形成智能制造、大

健康等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格局。创业以来，他带头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勇立潮头，不断加强研发与技改，带领企业从传统的水泥制造业蝶变

为重庆市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累计纳税3亿多元，创造就业岗位

数千个，公益捐款1000多万元、捐赠水泥2000余吨。

6.锐意创新的“拓荒牛”
——李书应，男，55岁，中国石化华东油气分公
司地面工程技术高级专家

2016年，李书应从江苏省来到我区，从事

页岩气开发工作。他结合喀斯特地形地貌，因

地制宜开展科技创新，实现技术攻关，成功解

决常压页岩气开发难题。其间，他牵头编制企

业标准、制度、方案设计等，形成了一套可复

制、可推广应用的《常压页岩气试采一体化技

术》，产生经济效益 1200余万元，获“2023年石

油和化工行业设备管理与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推动南川页岩气田建

成为全国首个常压页岩气田和重庆两大主要页岩气生产基地之一。

2019年，他助力落实中石化重庆页岩气有限公司在我区注册，截至目前，

该公司累计投资 135亿元、产气 67亿方、纳税 8.1亿元。2022年，李书应

入选我区“金山英才”。

13.深耕公益事业二十年的“最美志愿者”
——夏瑀，女，40岁，金佛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从一个人的“随手公益”到加入区青年志愿

者协会再到组建金佛山志愿者服务队、金佛山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夏瑀的公益之路已经走了二十

年。二十年来，她带领志愿者不辞辛劳奔赴志愿

服务一线——走访困难家庭，提供物资帮助、情

感帮扶；捐资助学，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完成学

业；为乡村老人举办集体婚礼，见证“最美夕阳

红”；关注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为他们提供专

业康复服务……在各项公益活动中，她和志愿者们累计捐款100余万元，捐

衣捐物20000余件，对口帮扶2000余户困难家庭。二十年公益之路，她用点

滴善举成就了大爱，带领着金佛山下的一群人，温暖了一座城，在金山大地

留下了满城芬芳。2022年，夏瑀获评“重庆市最美志愿者”。

14.誓让家乡焕新颜的一群“追梦人”
——“陶坪人家”志愿服务队

乡村是中国人的根，乡愁是中国人

的魂。因为对家乡爱得深沉，不忍心看

着家乡日渐凋敝，这群有着浓厚乡愁的

“追梦人”走到了一起，组成了“陶坪人

家”志愿服务队，誓让家乡焕新颜。志愿

服务队中既有村民，也有户外运动爱好

者、资深驴友、摄影爱好者、媒体从业者

等，大家齐心协力、各施所长，在德隆镇陶坪村探出了30多个洞砦，发现了

隐藏在山里的“天壶”“地缝”“海螺沟”等景观，并通过自媒体平台大力宣

传，吸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终于将“处在深闺人未识”的陶坪村打造成了

美名远扬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并成为了“大金佛山178环山趣驾”环线的重

要支点。在这群“追梦人”的推动下，截至目前，陶坪村已接待游客20万余

人，带动土特产就地销售30多万元、农家乐收入150余万元。

15.用热血点亮生命之光的“献血先锋”
——程婷，女，35岁，南平镇红山村村民

从最开始的捐献全血，到捐献血小板，程

婷已坚持无偿献血10年。十年间，她累计献血

67次，献血总量达19200毫升，相当于4个成年

人的全身血量。其间，她多次在血库告急、急

需用血时，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无偿献血，用

“热血”救人于危难之中，点亮生命之光。这些

年，她主动当起了无偿献血宣传员，耐心地为

大家讲解献血知识，分享献血经历，帮助大家

消除认知误区，倡导更多人加入到无偿献血队

伍中来。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丈夫也加入了献血队伍，并获得了“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银奖和铜奖。此外，她的亲朋好友及同事也纷纷加入了献

血队伍，伸出手臂，献血救人。近年来，程婷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金奖2次、铜奖1次。

7.奉献十余载青春 用科研力量守护金佛山的“异乡客”
——杨平恒，男，41岁，西南大学教师

十多年前，浙江小伙儿杨平恒就与金佛山结

下了不解之缘；十多年来，他往返金佛山上千次，

将一篇篇论文写在了金佛大地上，不遗余力地推

介金佛山，并把南川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2005
年，杨平恒开始在金佛山开展喀斯特地貌与地下

水环境观测与研究，为金佛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地、后遗产时代地下水环境预警提供了大量的一

手数据和资料。2013年至今，他先后二十余次

在中央电视台讲解重庆地区奇特的地理地质遗迹，深度推介重庆和南川

金佛山。2021年，他作为科研团队骨干，成功申报了重庆金佛山喀斯特生

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站，助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2023年，他牵头成

立金佛山山泉水研究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山泉水为

切入点，将金佛山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

8.“犇”出增收致富“牛路子”的“最美退役军人”
——何兆平，男，42岁，铁谷坪养殖场负责人、区
肉牛养殖协会会长

2017年，何兆平退役返乡，创业养牛。创业

之初，由于不懂技术与销售，亏损了近五十万

元。面对挫折，他没有退缩，而是发扬军人不服

输的精神，四处请教专家教授，积极解决养殖问

题，逐渐实现扭亏为盈。如今，他所经营的“小

何牛肉”已形成养殖、销售、加工“一条龙”的产

业链，实现年销售额1000余万元。创业至今，他

先后带动周边村民养殖肉牛 2000余头，解决 26名村民就业问题。2023
年，他牵头成立肉牛养殖协会，通过抱团发展，帮助养殖户解决贷款难、饲

养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2021年，何兆平获得重庆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评“重庆市劳动模范”；2023年，何兆平获评重庆市“最美退役军

人”、南川区“优秀人大代表”。

9.守正出新的乡村振兴带头人
——汪文奇，男，57岁，福寿镇康茂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

2015年，汪文奇牵头成立康茂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探索以合作社形式帮助周边村民增

收致富的路子。为了解决水稻收购价低、村民

种植意愿弱的问题，2017年，他组织社员代表

前往全国各地调研考察，创新推出水稻“私人定

制”模式，通过加强品牌建设、拓宽销售渠道等，

多措并举提高水稻附加值。2022年，合作社销

售“私人定制”水稻1203亩，销售收入179万元，带动村民亩均增收700余
元、户均增收 1.3万元。此外，他因地制宜打造集水稻定制种植、储存加

工、科普教育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农业产业示范基地，通过守正出新助力乡

村振兴。2022年，在南方省份粮食生产座谈电视电话会上，他创新推出的

绿色优质水稻“私人定制”模式得到国务院表扬。

10.悉心守护村民健康的“医靠”
——陈述芳，女，74岁，鸣玉镇文化社区乡村医生

上世纪 60年代，14岁的陈述芳在鸣玉镇文

化社区担任卫生员；16岁时，她当上了“赤脚医

生”；后来，又成为了乡村医生。作为一名老党

员，陈述芳服务基层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她在

医疗卫生工作岗位上倾注了大半生的精力和心

血——主动将自家的两间屋子贡献出来作为诊

疗室，方便村民寻医问药；为了确保村里的留守

老人能够按时按量吃药，她每天走1个多小时的

山路上门督促；为了收集齐全村民的健康监测

数据，她随身背着装满各种测量仪器的“大肩包”，便于及时帮助村民测

量、记录身体情况……59年来，她一直扎根农村，立足医疗卫生岗位，奔波

于田间地头，用崇高的医德、精湛的技术，悉心守护村民健康，成为村民最

信赖的“医靠”。

11.打不败的“半边天”
——骆才会，女，59岁，大有镇石良村村民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作为家里的女主人，

当家里陆续出现变故的时候，骆才会一次又一

次站出来，担起责、尽孝心。2006年，婆婆患病

致瘫，生活无法自理，她十余年如一日地悉心护

理；2015年，丈夫在工地务工时意外摔伤，瘫痪

卧床，她接过养家重任；2021年，公公患上老年

痴呆和高血压，她顶着压力，耐心照料。几年

间，一个家里出现了三位需要照顾的病人，她没

有抱怨，而是默默扛起家庭重任，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地为他们穿衣、洗漱、喂饭、倒大小便…每天重复着这些繁琐而又

必需的护理步骤，直到丈夫、公公和婆婆相继离世。坎坷的人生经历并没

有打败她，经受住生活考验的她乐观看待得失、积极面对挫折，成为了打

不败的“半边天”。

12.一片匠心为传承的“舞龙人”
——夏传红，男，56岁，石溪镇中心校教师，板
凳龙舞第十四代传承人

夏传红出生于板凳龙舞的故乡石溪镇。这

些年，他发现板凳龙舞即将面临传承断代问题，

便立志做好板凳龙舞的传承。2003年起，他连续

8年利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冒着严寒酷暑、披着

星星月亮，带着一群伙伴骑着摩托车前往南川城

区拜师学习板凳龙舞的编排艺术。为推动非遗进

校园，2016年开始，他自学电脑排版、图书编辑等

技能，从零开始编撰板凳龙舞校本课程，历时多年，

几经改版，如今，他所创建的非遗校本课程已从最初的二十多页扩写至两百多

页。近年来，他带着板凳龙舞走出重庆、走向全国，他所编排的板凳龙舞节目，

也先后获得全国第四届群星奖节目“二等奖”、首届中国农民文艺汇演“银穗

奖”、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非遗竞技展最佳“编排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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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佳遥）近日，

记者从区委宣传部获悉，2023年度

“感动南川人物”15名候选人正式出

炉，在 1月 3日至 1月 7日面向社会

公示，市民可通过“南川发布”微信

公众号参与投票，为感动人物加油

鼓劲。

见证不平凡，感动再集结。自

今年“感动南川人物”评选活动启动

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向区委宣传

部推荐各类可敬、可亲、可信、可学

的先进人物 76 名（组）。从 76 名

（组）推荐人选的事迹上看，包含爱

岗敬业、文化传承、孝老爱亲、乡村

振兴、慈心善举、服务社会、创新创

造等类型，身份涉及医生、警察、消

防员、农民、企业家、工人、志愿者、

教师、学生等各行各业，较好地反映

了新南川人文精神风貌。

按照感动第一，兼具时代性、先

进性、代表性、典型性等标准，经组织

推荐、材料审核、评委会会议审议等

程序，从 76（组）推荐人选中推选出

15名（组）候选人。他们中有爱岗敬

业的基层工作者，有传承中华文化的

榜样，有创新创造的专家教授，有乡

村振兴的奋斗者，有慈心善行的志愿

者，有助力地方发展的企业干部职

工，更有孝老爱亲的普通群众。

这些先进人物，他们或身在喧

嚣城市，或深藏于乡野田园，每一个

候选人都像一颗蕴含着坚韧和梦想

的种子，在南川这片沃土上生根发

芽。他们无畏困难、勇攀高峰、默默

付出，用单纯又执着的信念向广大

民众传递着真善美。

2023年度“感动南川人物”候选人出炉 请你来投票

一、投票方式
市民可通过“南川发布”微信公

众号进行投票，每次投票均需同时

选择 10名候选人方为有效，多选或

少选均视为无效票。

二、投票时间
2024年 1月 3日 9：00至 1月 7

日17：00
三、投票细则

进入“南川发布”微信公众号：

点击导航栏“感动南川”进入感动南

川专题页面参与投票。每次投票需

选取 10名候选人（多选或少选均为
无效票），每个微信号每天可在微信

公众号内投票1次。

四、注意事项
用户在投票时，除产生必要的

流量费用外，不收取其他任何费

用。投票期间，为避免刷票行为，不

实时显示票数。评委会办公室将在

每天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后，集中公

布微信公众号投票数据。投票过程

中发现刷票或数据异常行为，评委

会办公室将取消所得票数，情节严

重者将对相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投票咨询及监督举报电话：

71422437。

2023年度“感动南川人物”市民投票须知

2023年度“感动南川人物”候选人公示材料
（排名不分先后 按姓氏笔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