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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 近日，记者从“感动重庆十大
人物”评选活动办公室获悉，2022年度“感动
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已全面启动，20名
提名人选正式出炉，即日起面向社会公示，
市民可以通过 5种渠道参与投票，为感动人
物加油鼓劲，共赴感动盛宴。

平凡孕育伟大，感动传递力量。“感动重

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是我市着力打造的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文精神
品牌活动。自2006年举办以来，涌现出了一
大批有影响的感动人物，他们是我们身边鲜
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对带动全社会
向善向上、见贤思齐发挥了巨大的示范引领
作用。

今年的评选活动仍沿袭以往惯例，把事
迹感人放在首位，同时体现时代性、典型性、
先进性。经过前期评选，最终确定了面向社
会公示的 20位提名人选。他们中有勇于追
梦的莘莘学子，有敢把荒山变绿林的造林
人，有为抗击疫情挺身而出的医生、鞠躬尽
瘁的社区干部和冲锋在前的志愿者，有英勇

破案的反诈民警、奋战山火的消防尖兵，还
有爱岗敬业、热心公益、孝老爱亲、诚实守信
的好市民，覆盖了教师、学生、警察、医生、运
动员、消防员、志愿者等群体。

记者了解到，本次社会公示投票采取微
信投票、手机客户端投票等5种投票渠道，公
示投票截止时间均为2月5日18:00。

社会公示投票期间，活动主办方还将通
过多平台、多渠道、多层次的传播方式，传递
身边凡人勇于奉献的家国情怀、积极进取的
奋斗精神、崇德向善的优秀品质，推动全社
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凝聚起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的智慧和
力量。

2022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出炉
诚邀市民共同选出您心中的感动人物

一、投票时间
2023年2月1日9:00至2月5日18:00
二、投票方式
社会投票采取微信、手机客户端两种投

票方式，各种投票方式均按照有效一票才计
算为一票的方法进行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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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刷票行为，不实时显示票数，
每天18时公布票数。

1．微信投票
（1）进入“华龙网”微信公众号：点击导

航栏“感动重庆”进入感动重庆专题页面参
与投票。每次投票须选取10名候选人，每个
微信用户每天可在微信公众号内投票1次。

（2）进入“今日重庆”微信公众号：点击导
航栏“感动重庆”进入感动重庆专题页面参与
投票。每次投票须选取10名候选人，每个微
信用户每天可在微信公众号内投票1次。

（3）进入“重庆发布”微信公众号：点击导

航栏“感动重庆”进入感动重庆专题页面参与
投票。每次投票须选取10名候选人，每个微
信用户每天可在微信公众号内投票1次。

2．手机客户端投票
（1）下载登录“重庆市政府（渝快办）”客

户端：点击感动重庆投票专题，选择10名候
选人，点击“投票按钮”参与投票。每个注册
ID每天在客户端内限投票1次，每次投票须

选取10名候选人。
（2）下载登录“新重庆”客户端：点击感

动重庆投票专题，选择 10 名候选人，点击
“投票按钮”参与投票。每个注册ID每天在
客户端内限投票1次，每次投票须选取10名
候选人。

三、投票权重
最终评选结果，采取市民投票与评委投

票按权重综合考评。两项权重分别为：社会
投票占70%，评委投票占30%。

四、注意事项
坚决杜绝刷票现象，凡是有个人或组织

要求投票人进行刷票活动的，均属违法违规
行为，请及时举报，组委会将予以查处。

投票过程中如发现刷票或数据异常行
为，组委会将取消所得票数，情节严重者将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投票咨询电话：023—67805229
投诉监督电话：023—63897140

2022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社会公示投票须知

1.用脚步丈量
梦想的运动员——向
付召

向付召，女，31
岁，中国女子越野跑
运动员

她从小调皮好
动，爬山上树，练就

了一副好体格。2012年，一次偶然，让她对
户外赛事“一见钟情”。2015年，大学毕业的
她放弃了稳定工作，投进越野跑的怀抱，用
脚丈量梦想的长度。成为职业越野跑运动
员后，她频繁出现在各个赛场，几乎跑遍国
内外大大小小各种赛事，斩获一个又一个冠
军，打破一个又一个纪录，更是“环富士山超
级越野赛（FUJI）”历史上首位亚洲籍女子冠
军，被网友们称为“中国越野跑阿拉蕾”。
2022年8月，她取得了中国女子选手在环勃
朗峰超级耐力赛（UTMB）的最佳成绩——
第7名。她说：“超越自己，为国争光，希望每
一个赛场上都有中国人在闪闪发光。”

2. 逐梦乡村田
间地头的“90后”女
博士——刘丽霞

刘丽霞，女，30岁，
团市委组织部一级主
任科员，城口县咸宜镇
咸宜村驻村第一书记

她是毕业于中
科院大学的凝聚态物理专业博士。2021年4
月，她刚结束脱贫攻坚驻村工作，就又向组织
毛遂自荐，申请到城口县咸宜镇咸宜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期间，她走遍全村的每一
个角落，家家户户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科学
指导村里发展农作物种植，引入黑土豆种植，
打造了“黑美人”品牌；为了促进农产品销售，
她变身主播直播带货，带动20余名青年走上直
播带货岗位，累计销售当地农产品100余万元；
她深入田间地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村民的思
想认识；面对洪涝干旱，她始终冲在第一线，及
时为村民排忧解难，成为村民们心中的领头
人。曾荣获重庆市“向上向善好青年”称号。

3．身残志坚的
致富带头人——刘
绪海

刘绪海，男，57
岁，巫山县官渡镇双
月村村民

1993年，他因车
祸导致右手截肢。

被病痛、贫穷和自责包围的他并未因此消
沉，开始四处请教发展产业途径和致富方
法。2015年，巫山开始发展特色产业，他决
定自筹资金种植脆李。因为资金不充裕，
他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开垦、种植与管
护全由他一人完成，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
脆李种植专家。2022 年，他家庭年收入达
17万余元。致富后，他还带动更多残疾人
发展，先后与5家种植户联合成立专业合作
社，定期开展免费种植技能培训。他种植
的脆李荣获“全国优质李银奖”，脆李园获
评“全国基层农机科技示范基地”。

4．陪伴“瓷娃
娃”14年的同桌奶
奶——李贤菊

李贤菊，女，83
岁，开州区云枫街道
观音桥社区居民

2008年，家庭并
不富裕的她捡养了

一名婴儿，并为她取名“梁娜娜”。后来，娜
娜被诊断为“成骨不全症”（俗称“脆骨病”

“瓷娃娃”），无法行走，衣食住行都只能靠
她照顾。亲戚邻居都劝她放弃娜娜，但被
她断然拒绝，靠着捡垃圾将娜娜养大。从
娜娜上一年级起，每天早上7点，70多岁的
她都会吃力地背着40多斤的娜娜和6斤多
的书包上学放学，6年来风雨无阻。为让娜
娜得到更好照顾，学校特别准许她进入教室
陪娜娜上课，她也成了娜娜特别的同桌。14
年的朝夕相处、日夜相伴，让她与娜娜成了
形影不离的“最佳拍档”，也让爱和付出成为
支撑彼此在平淡生活中走下去的力量。

5．身残志坚拼
进清华大门的农村
娃——李琦

李琦，男，18岁，
开州区临江镇龙桥
村人，清华大学临床
医学专业学生

他是一个身残
志坚的农村孩子，13 岁确诊基因遗传病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由于小腿肌肉萎
缩，他行走艰难、很容易摔跤，正常娃娃走
一步，他要走三步、五步。但苦难没有压倒
他，他渴望通过读书摆脱疾病的桎梏。从
13岁到18岁的5年时间里，从家里到学校、
从学校一楼到三楼教室，他付出了比常人
更多的努力，最终以 659 分优异成绩被清
华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本硕博连读）专业
录取，他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不仅是为了自
己，更是为了救治更多人。中央电视台《新
闻面对面》对其采访。曾荣获“重庆好人”
称号。

6．勇夺世界技
能大赛金牌的巴渝
工匠——李小松

李小松，男，22
岁，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学生

2022年10月19
日，他在世界技能大

赛中力压韩国、菲律宾以及东道主日本等国
家选手，成为全场唯一一个完成所有设备安
装任务的选手，勇夺光电技术项目金牌。由
于光电技术项目是新设比赛项目，没有“前
路”可以参考，他和团队一起摸着石头过河。
赛前准备的一年多时间里，每天训练量相当
于平时8倍，40遍的灯具组装，50遍的PVC管
弯折练习，100个焊点的灯带焊接……经过
400多个昼夜的“魔鬼训练”，他苦练出了惊艳
世界的本领，呈现出误差不到0.1毫米的精确
效果。最终，他在该项赛事中为中国摘下该项
目的首金，向世界展示了巴渝工匠的技能风
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以《一技之长 能
动天下》为题对李小松及其团队进行了报道。

7．全心投入爱
心事业的“重庆妈妈”
——杨霞

杨 霞 ，女 ，44
岁，国家税务总局
重庆两江新区税务
局鱼嘴税务所二级
主办

她十几年如一日地投身爱心事业。从
2011 年开始，她持续资助彭水县三个“窝
棚小孩”、五名凉山贫困学子完成学业，并
连续5年为江北区五宝小学、达州大风学
校等乡村学校捐建5个图书角，累计捐书
近2000本，为乡村孩子的人生路上点亮一
盏盏知识的灯，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重庆
妈妈”。她还两次奔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
现场参与医疗救治、志愿服务工作。2022
年11月疫情期间，她又号召两江税务职工
组建“杨霞志愿服务突击队”，从困难帮扶、
群众办事、助企纾困等多方面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曾荣获“重庆好人”称号。

8．在山火中
逆行的“蝴蝶结女骑
士”——吴朴慧

吴朴慧，女，25
岁，璧山区青杠街
道中兴村村民

2022 年重庆山
火扑救中，她辗转

北碚和璧山的八塘、七塘等多个火场，哪里
有需要就去哪里，每天至少往返 30 个来
回。她头顶红色蝴蝶结，干起活来一点不
输男娃子，她的勇敢表现、坚毅性格被志
愿者录制成小视频上传到网络，引起众
多网友关注和点赞。这次经历，让她和
志愿服务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主动加入
青杠街道森林防火、消防安全宣传和疫情
防控宣传志愿队伍。在 2022 年“119 消防
宣传日”，她受邀前往北京，带着自己的故
事登上“119 全国消防日”特别节目《中国
骄傲》。

9．用爱为妈妈
抹去遗忘的孝顺儿
子——张兴义

张兴义，男，59
岁，原重庆三钢厂工
人、江北区华新街街
道大兴社区居民

他是年近 60 岁
的儿子，把84岁母亲宠成了“公主”。母亲
患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已有 4 年，他像照顾
孩子一样照顾母亲，悉心准备一日三餐，饭
菜精细营养；他做任何事，视线都不离开母
亲，因为母亲没有时间观念也没有危险意
识；他在母亲的床边支起小床，母亲睡着他
才敢休息；他自驾带母亲旅行，去的地方都
是此前去过的，因为母亲在那里有记忆：春
天在大理看山水映照，夏天在仙女山吞吐
云霞，秋天是老家的山城记忆，冬天有三亚
的夕阳归舟……和妈妈的时间旅行，是他
在用爱为妈妈抵挡遗忘。他说：“我只是
做了自己该做的，父母养我长大，我要好
好报答。”

10．坚守山村
38年为山里孩子照
亮出山路的乡村老
师——陈申福

陈申福，男，63
岁，城口县龙田乡仓
房村小学教师

1984年，在外务
工的他毅然返乡，成为城口县龙田乡仓房
小学唯一的老师。38年间，他是老师，是留
守孩子的爸妈，也是学校的维修工，他扮演
着多重角色，把青春和爱全部奉献给了山
村渴求知识的孩子们。38年，他最自豪的
是教出了300多名学生，其中大学生58名，
39人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2019年，本该
退休的他，想到村里的孩子们，仍义无反顾
坚守在三尺讲台。2022年6月，他送走了仓
房的最后一批适龄学生，9月又转战长茅小
学任教，继续为教育事业发光发热。他坚
守教育初心，用青春和爱照亮大巴山孩子
的出山路，书写着一个平凡教育者的伟大
情怀。

11．“ 真 情 告
白”的新冠肺炎定
点救治医院医生
——陈艳秋

陈艳秋，女，41
岁，渝北区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党支部
书记、科室副主任

三年来，她一次次逆行在疫情防控一
线。2022年11月25日晚，在全市抗疫最困
难之时，她在微信群里看到不少人转发疫
情相关视频和言论，其中不乏偏颇和错误
的认知。在定点救治医院加班的间隙，她
用沙哑的声音发出一段段长语音，讲述自
己作为一线抗疫人员的经历和认知。次
日，她的语音被媒体整理为《一个医生的真
情告白》，全网传播量超过1亿次。一次勇
敢发声，架起了抗疫人员和普通群众沟通
理解的桥梁；一段“真情告白”，触达了人性
柔软处，引发强烈共鸣，也让鼎沸的抱怨之
声稍息。曾荣获“渝北区十佳临床好医生”

“渝北区卫生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12．大山深处
的酉阳阳戏传承人
——陈永霞

陈永霞，男，69
岁，酉阳县铜鼓镇
清泉村居民

在酉阳，一群
平均年龄超过65岁

的农民唱戏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世代
传唱着古老阳戏。他是这个戏班的掌坛
师，也是酉阳面具阳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得益于祖辈和父辈的熏陶，
他从小便耳濡目染，20多岁时就接过了阳
戏传承的重任。在他的带领下，一群“老戏
骨”亲历并见证了阳戏的“复活”，阳戏人的
接力从此又有了新的开端。2021年6月10
日，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酉阳阳戏入选扩展
项目名录。

13．把树扎进
石头缝里的生态修
复“美容师”——林
云喜

林云喜，男，66
岁，巫溪县宁厂镇官
山林场职工

他是巫溪县宁
厂镇官山林场的班长，扎根林区20年，用毕
生心血将这片土地种上了绿色。巫溪县宁
厂镇曾是著名的制盐之地，严重石漠化、盐
碱化的土地，成了山体上难以消除的疤痕。
2012年以来，他带领平均年龄50多岁的100
余名农民，在垂直高度300米的悬崖峭壁上
栽树，种下1000多亩近7万株树苗，给荒漠
山野换上绿装。如今，后溪河宁厂古镇段
两岸崖壁上共完成栽植19万余株苗木，综
合成活率达到95%，植被覆盖率由20%提升
至40%。2020年《陡崖植树人：森林“长”在
肩背上》荣获首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2022
年《重返陡崖：昔日光头山 今朝绿满坡》荣
获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14．作品记录
重庆记忆的摄影记
者——周瑄

周瑄，男，35岁，
上游新闻摄影记者

2013年参加新闻
工作以来，他坚持用
镜头讲好重庆故事，

记录时代影像，对经手的每一张图片都认真负
责，9年来共获得重庆新闻奖19个。为了一个
满意的画面，无论是零下20℃的高原，还是生
死一线的悬崖峭壁，他都勇往无前。在一次拍
摄中，他左手软骨撕裂；在松藻的陡坡上，他驾
驶的汽车直接下滑撞上护栏，差点掉下悬崖
……但他对工作的高要求、对摄影的热爱丝
毫没有减退。他的一件件作品，让人们看到了
重庆的精神和美。2022年8月，他用无人机拍
下了震撼人心的山火“人”字照片，充分展现了
救援人员及重庆人民的精神力量，诠释了中国
人民具有的伟大民族精神。他拒绝了这张照
片的所有商用，他说这张照片不是属于他一个
人的，而是属于重庆人民、更是中国人民的。

15．热心公益
的“90后”优秀企业
负责人——赵章傲

赵章傲，男，30
岁，普尔思德文化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他一直将公益
融入企业发展理念、自身价值追求。他搭
建交流合作平台，专注为青年创业者和小
微企业服务，在重庆地区率先研发多媒体
大屏互动微信打印机，并免费帮助企业推
广；他致力于乡村振兴，成立合作社、销售
滞销农产品，助力乡村经济发展，帮助璧山
农业企业、电商企业直播带货销售超过
5000万元，产品出口10余个国家和地区；
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累计向社会捐款捐
物1900万元。曾荣获“重庆市十大杰出青
年企业家”等称号。

16．坚守反诈
前沿的巾帼民警
——黄露

黄 露 ，女 ，35
岁，市公安局南岸
区分局南滨路派出
所民警

她在热爱的刑
侦战线奋战10年，投身反诈一线，成为不
让“须眉”的反诈女警。为掌握犯罪证据，
她当过卧底；为将嫌疑人缉捕归案，她一年
飞行75687公里；为了不让嫌疑人逃跑，她
和同事完成了一次2对7的惊险抓捕……
她参与破获刑事案件800 余件，打击处理
400余人，为群众挽回损失近千万元，参与
公安部挂牌督办等重大案件侦办。她多次
出差驻守在中缅边境并抓回诈骗嫌疑人
40 余人，参加公安部组织的审讯组，到云
南看守所驻守审讯偷渡回国的诈骗嫌疑
人。曾荣获“重庆市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荣立个人三等功5次，个人嘉奖6次。

17． 19 年倾
其所有给弃婴一个
家的古稀夫妇——
彭先述、曹兴梅

彭先述，男，70
岁，铜梁区渝大医
院党支部书记；曹
兴梅，女，70 岁，铜

梁区巴川街道东方社区居民
他，是一名退休医生；她，是一名家庭

主妇。2003 年，年过半百的他们，虽已有
一儿一女，但为了给患有脑瘫的弃婴“多
多”一个幸福的家，他们毅然决定收养
她。19 年来，他们一直将她视为亲孙女，
悉心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四处求医问药，
仅医疗费用累计花掉约100万元。如今，
夫妻俩皆已年过古稀，彭先述还接受返
聘，早出晚归“打工”来维持家庭开销，省
吃俭用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存入了多多的

“小金库”。经过三次手术后，多多终于可
以依靠辅助器具缓慢行走。2022年，彭先
述、曹兴梅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18．勇斗山火
的逆行者——董长江

董长江，男，22
岁，北碚区城北消防
救援站副班长

他是“零零后”，
更 是 一 名 消 防 尖
兵。2022 年，在全

国关注的北碚区“8.21”山火扑救中，他带领
消防救援攻坚班连续作战五天五夜，铺设
水带干线近 12 公里，成功消灭火点 100 余
个，扑灭明火500余亩，在多场战斗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他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在
救火现场提出梯级供水灭火战法，把城市消
防与森林消防的战法有机结合，创新了扑救
山火的方法。在突遇风向骤变的紧急情况
下，他守住最后的防线，掩护战友安全撤
离。他主动申请坚守在地势最险、距离最
窄，风力最急、火势最猛，最易失守的点位，
决战阶段，不慎被滚石砸伤腿部，他仍坚持
3个多小时，直至成功堵截火势向隔离带缙
云山一侧蔓延，与战友们一起打赢了山火
扑救的关键一战。个人荣立了三等功。

19．为抗击疫
情献出生命的“急先
锋”——覃长武

覃长武，男，56
岁，生前系巴南区鱼
洞街道化龙路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他扎根基层一
线20年，把一件件群众身边的“小事”做成
了服务民生的“大事”“实事”“重要事”，是
群众心里勤勤恳恳、和蔼和亲的“好书记”。
2020年洪灾，他主动请缨，带着志愿者辗转
长江、黄溪河沿线，筑牢抗汛清淤防线；他积
极争取社会资金 480 余万元，增设停车位
140多个，解决“出行难”问题。2022年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后，他每天奔走在每一个核酸
采样点、每一个物业小区、每一个单体楼栋，
用脚步丈量社区角落，守护群众健康。11月
21日早上6时，他像平日一样前往区人民广
场核酸采样点，筹备当日的全员核酸检测
工作。8时10分，突然昏迷，经抢救无效去
世。曾荣获巴南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优秀志愿者”等称号。

20．带着一群
特殊孩子“触摸”世
界的老师——雷煜

雷煜，男，23岁，
团 市 委“ 青 年 讲 师
团”成员、重庆市特
殊教育中心学校技
术装备中心技工

他在特殊教育学校工作，为了这群特殊的
孩子，他用爱心去温暖、用专业去培育、用坚守
去等待、用青春去奉献。他反复试验数十次，
做成盲文键盘贴，让孩子们也能“看”到按键；
他制作的盲文拼音和汉文拼音对照表，成为盲
孩子学习键盘输入的重要工具；他将自己的休
息间打造成孩子们的“娱乐室”；他自学摄影
和视频剪辑，记录孩子们的精彩时刻，也让更
多的人认识、了解他们；他加入团市委“青年讲
师团”，用青春榜样故事激励更多的青年向上
向善；他用镜头记录了44名盲孩子参加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的全过程，让这群看
不见的特殊孩子，被全世界看见。曾荣获北
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筹备工作突出贡
献奖、重庆市“向上向善好青年”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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