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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出炉 请你来投票
□ 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12月11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2023年
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已启动，20名
入围候选人正式出炉，从12月12日起至12月16
日面向社会公示，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手机客户
端等方式参与投票，为感动人物加油鼓劲。

平凡孕育伟大，感动传递力量。自今年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启动以来，全
市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向市感动办推荐候
选人 189 名（组）。从 189 名（组）候选人的先
进事迹上看，包含文化传承、孝老爱亲、爱岗
敬业、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自强不
息、创新创造等类型，候选人身份涉及医生、
护士、警察、军人、农民、公务员、志愿者、教
师、学生等各行各业，较好地反映了新重庆人

文精神风貌。
按照感动第一，兼具时代性、先进性、典型性

等标准，经组织推荐、材料审核、办公室主任会议
初评、评委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等程序，从 189名
（组）候选人中推选出20名（组）提名人选。

20名（组）提名人选中，从人选构成看，科研
人员2名，工人3名（组），教师1人，学生2人，消
防员1人，基层干部3人，部队和政法3人，村民2

人，民办非企业负责人3人；中共党员13人；女性
7人；16岁以下少年1人，16岁至35岁青年3人，
60岁以上老人4人；残疾人3人。他们中有传承
中华文化的榜样，有践行工匠精神的典范，有爱
岗敬业的基层工作者，有开拓创新的专家教授，
有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奋斗者，有不忘初心爱党
爱国的老党员，更有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的普通群众。

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公示材料

一、投票方式
市民可通过微信、手机客户端进行投票。

每次投票均需同时选择 10名提名人选方为有
效，多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票。

二、投票时间
2023年12月12日9：00至12月16日17：00
三、投票细则
（一）微信投票
1。进入“重庆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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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进入“第 1眼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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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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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进入“上游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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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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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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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机客户端投票
1。下载登录“上游新闻”客户端：点击“感

动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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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注册
ID每天可在客户端内投票1次。

2。下载登录“第1眼新闻”客户端：点击“感
动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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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注册
ID每天可在客户端内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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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公布微信和手机
客户端投票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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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咨询电话：63897043，63899673。
监督投诉电话：63898303。

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市民投票须知

1.毕生深耕古人类
起源研究的科学家——
黄万波，男，91岁，中共
党员，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他对亚洲人类文明起
源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倾
注了大量心血。自1984

年起，39年来，先后对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5次
大型考古发掘，发掘出一段有2颗臼齿的下颌骨化石、
3枚门齿以及牙床化石、2000余件旧石器打制石器、
110余种动物化石，并据此研究提出“在200万年前龙
骨坡有古人类存在”“巫山猿人是目前亚洲发现的最
早人类”“亚洲最早人类生活在三峡地区”等学术论
断，动摇了考古界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在
全球考古学术界掀起有关人类起源的大讨论，将中
国的史前文化向前推进了100万年。2023年，91岁高
龄的他仍坚持带队开展第5次发掘，进一步破解“巫山
人”究竟是人还是猿的世界性难题。曾荣获中国科学
院首届竺可桢科学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2.捡养患病弃婴并抚
育成人的“环卫夫妇”——
陈正群，女，57岁，群众，
渝中区菜园坝街道珊瑚湾
红帆物业服务中心环卫清
洁队长；赵良铭，男，60
岁，群众，渝中区环境卫生
管理服务中心菜园坝环卫
所退休工人

1988年冬，夫妻俩新婚不久，遇到弃婴，确诊哮
喘、癫痫等无法根治重病后，依然决定养育孩子。他们
放弃打工，回老家给孩子治病。孩子常发病，他俩硬是
在十几里山路中踩出危险小路，争取救命时间。亲友
力劝将弃婴送孤儿院，夫妻俩却给孩子上户口取名赵
波。1992年，为儿治病他们欠债3万元，借粮给儿子
熬米羹，自己以红薯、玉米度日。儿子1岁不会爬，丈
夫跪地教儿同爬。儿子3年后奇迹般能蹒跚独行；7
岁查出严重智残；8岁再次重病住院，他俩借遍亲友
3000余元继续治。35年来，夫妻俩以远胜亲生父母的
爱、责任与耐心，牵着儿子从襁褓走向壮年，用12775
个日夜的温润时光，治愈一个残疾弃婴病痛与哀伤。

3.见义勇为的热血
青年——吴英杰，男，22
岁，群众，重庆科技学院
学生

2023 年 3 月 19 日
晚，在乘坐轨道交通1号
线沙坪坝站开往大学城
方向的101次列车上，他
看见犯罪嫌疑人何某使

用随身携带的尖锐利器致其邻座乘客严重受
伤，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紧紧抓住何某手持凶
器的右手，将其牢牢控制住。制服何某后，他立
即报警，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保护了周边乘
客的生命安全，为及时救治受伤乘客争取了时
间。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展现了新
时代青年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英雄气概。其
先进事迹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广泛报
道。被中央政法委评为全国“见义勇为”勇士，
荣获重庆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4.为 4位智障老人
撑起“一片天”的“好女
儿”——张吉莲，女，50
岁，群众，永川区仙龙镇
粉店村村民

在 1岁半时，母亲逝
世，留下她和整日酗酒
的父亲，3位叔叔视她为
己出。她知恩图报，信

守奶奶临终叮嘱，毅然把叔叔们和婆婆接到家
里照顾。80岁二叔经常大小便失禁，77岁三叔
有腰椎损伤顽疾，66岁幺叔时常恍惚，78岁婆婆
严重腿部残疾，面对 4位不同程度智障老人，没
有法定赡养义务的她，无微不至地照管着他们
的“吃喝拉撒”，让 4位多病老人老有所依、老有
所养。她用经年累月的倾心付出撑起叔叔、婆
婆的“一片天”，唱响“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赞
歌 16年。曾荣获“中国好人”“重庆好人”称号，
并作为“中国好人”十大代表受表彰。

5.传承创新发展中
医药文化的劳模——霍
加勇，男，50岁，中共党
员，太极集团重庆涪陵
制药厂有限公司高级
经理

他扎根中医药事业
25年，矢志不移弘扬中
医药文化。作为涪陵区

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藿香正气液传统
制作工艺》传承人，他守正创新，用 2000多小时
的不懈探索，通过研发药材粉末提取、膜分离过
滤等技术，解决困扰多年的藿香正气液沉淀问
题，极大提升了这一国民中药的品质，为提高太
极集团20亿级单品的质量及产能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将传统中药智慧与现代生产技艺相结合，

“复活”了 29个休睡眠的中药产品，使之在新时
代继续造福百姓；他创建“市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传帮带”170余名技能人才，为中医药事业
永续发展培育了充足后备力量。曾荣获重庆市
第六届劳动模范等称号。

6. 一只左手撑起
山里娃一片天的乡村
教师——石文平，男，
45岁，中共党员，开州
区关面乡中心小学教师

1996年，他因为脑
梗晕倒，落下了右肢偏
瘫。 1999 年参加工作

以后，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他每天比别人多花
两三个小时备课；为了让山里娃飞得更高，他
率先在学校建设书香班级、创办《山里娃》班报，
带领学生利用废弃树根制作根雕、开垦荒地打
造劳动实践基地“幸福农场”，指导多名学生在
征文比赛和艺术节活动中获奖，走出乡村学校
素质教育新路子；他既当“爹”，又当“妈”，给留
守儿童过生日，为问题儿童作心理辅导，对困
难家庭学生资助帮扶。组织考虑他的身体情
况，曾准备将他调到离城更近的学校，但被他
婉言谢绝。曾荣获“重庆好人”、重庆市“最美
乡村教师”“教书育人楷模”、首届残疾人“十大
榜样人物”等称号。

7.人民的灭火救援尖
兵——杨定豪，男，23岁，
中共党员，重庆市消防救
援总队特勤支队晒光坪站
战斗班班长

入职四年来，他先后
参加灭火救援任务上千
起，成功营救被困群众上

百人。作为战斗班班长，每次面对危险，他总是
战斗在灭火救援的最前沿。先后参加渝中区窗
帘市场火灾扑救、武隆区凤山街道职工食堂建
筑垮塌抢险救援、九龙坡区白市驿厂房火灾扑
救、沙坪坝区梨树湾卫星半岛厂房火灾扑救等
灾情处置。他为国征战第十七、十八届世界消
防救援锦标赛，勇夺单项 1金 1铜，为中国队两
次夺得团体第四名作出贡献，实现了我国参加
世界消防救援锦标赛以来金牌榜零的突破。荣
立个人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曾荣获“中国消
防忠诚卫士”“国家消防救援局训练尖兵”“重庆
青年五四奖章”“重庆市青年岗位能手”等称号。

8.穿高跟鞋的义肢
舞者——廖智，女，38
岁，群众，重庆两江新区
“晨星之家”截肢者康复
工作室创始人

2008 年汶川地震，
23岁的她失去了双腿和
亲人。双腿截肢后，她在

大坪医院接受康复治疗，两个月后涅槃重生，用
膝盖跪着演绎了舞蹈《鼓舞》，展示了川渝人民
灾后重生的坚毅。此后她装上假肢行走世界，
跳舞、游泳、攀岩、马拉松，受邀登上央视表演

“轮椅舞”《怒放的生命》，并结识了义肢工程师，
重新拥有了爱情与儿女。2021年底，她与丈夫
决定回到让她康复、重获新生的地方——重
庆。在两江新区，她创办了“晨星之家”截肢者
康复工作室，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士拥有高质量
生活。她带动朋友，资助 30多名截肢儿童装配
假肢。她在社交平台拥有900余万粉丝，视频获
赞超1亿，她用热情和信心鼓励了身陷低谷的人
勇敢前行。曾荣获“重庆好人”称号。

9.不忘初心守护旗
帜传承爱国情的老党
员——丁文启，男，95
岁，中共党员，江津区柏
林镇政府退休干部

他从小家庭贫困，7
岁起便开始边读书，边帮
工打杂养家。解放后，他

坚定跟党走，积极投入村农会工作，1952年进入乡
政府工作，1955年入党，奉献乡村建设，始终感念
党恩。1988年退休后，他坚持撰写和讲述经历颂
党恩。家乡青堰村插旗山，位于四面山景区后山，
因峰顶曾是空军航标插有红旗得名。2016年初，
村里即将通公路，他有感于条件越好，理想信念教
育越重要，萌发了“红旗再飘扬、航标变地标、传承
爱国情”的想法。2016年5月1日，88岁的他带领
家人，攀爬 3小时到达海拔 1500米的山顶，冒着
大风，竖旗杆、搭旗台、升国旗、唱国歌，插旗山时
隔50年后再次红旗飘扬。7年以来，从他一家四
代人接力升国旗、护国旗到带动周边900余名群众
共同守护，累计升国旗70余场次。插旗山成为了
区党员教育基地，激发了来往游客的爱国情怀。

10.从保安成长为全
国骨干文物修复师——
彭柳升，男，49岁，中共
党员，大足石刻研究院
文物保护工程中心职员

因被大足石刻的艺
术折服，酷爱绘画的他
于1994年从大足武警中

队退伍后，竞聘成为大足石刻景区保安员。守护
石刻的同时，他观摩研习大足石刻艺术，潜心学
习石雕技艺。当保安的17年间，他不惧危险，协
助公安民警多次抓获盗窃文物嫌疑人，成功保护
文物安全。2008年，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保护工程
启动，他以优异成绩入选修复团队。2011年，他
脱下保安服，正式成为文物修复师，馆里开展修
复材料大漆实验，他主动申请在自己左手臂进行
实验，导致皮肤红疹严重溃烂。他苦练技艺，独
立完成了千手观音60多只手的修复工作。20余
年的不断学习，他修复技艺日益精湛，曾参与敦
煌壁画修复，受邀赴四川、河北等地抢救修复50
多件濒危文物。曾荣获“重庆好人”“重庆市最美
退役军人”称号。

20. 身残志坚的乡
村振兴领跑者——刘海
龙，男，47岁，群众，重庆
渝畅农（石柱县）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2009年，一场疾病，
多次手术，使他肢体二
级残疾，他拖着病残身

体，不等不靠，学技术、建兔场、开荒地、种产业、
搞养殖等，艰苦创业。如今，他的兔场肉兔年出
栏达15万只，成为自强不息的“创业人”；组织村
民开垦荒地1500余亩，发展辣椒、甜糯玉米和油
菜产业，通过“一地双收”，实现粮油兼丰，让“撂
荒地”变成“增收田”；主动学习技术、发展生态
养殖，饲养山羊、土鸡 5300余只，通过资源循环
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长期
吸纳当地务工群众 20余名，年均兑现工资 100
万余元，带领大家走上“增收路”，成为发展产业
的“带头人”。曾荣获“重庆好人”称号。

16.无偿献血16年
的“熊猫血”捐献者——
钟激扬，男，55岁，中共
党员，黔江区城东街道
办事处公共文化中心职
工

2007 年 4 月 的 一
天，在黔江区献血站，他

偶然得知自己属于“O型RH阴性血”，一种非常
稀有的熊猫血，在全国占约万分之三的比例。
此后，他戒掉烟酒茶，长期坚持健康饮食和体育
锻炼，为成功献血随时“备战”，四处奔走献血。
不论是地方血液中心，还是军队医院；不论是家
乡本土，还是百里之外的重庆主城，每每接到一
个求助电话，他都会毫不犹豫自费前往献出自
己的“一腔热血”，他还申请注册登记成为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16年来，他先后无偿献
血19次，共献血7200毫升，曾荣获“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银奖”称号。

17.守护“星星孩子”
的袁妈妈——袁秋，女，38
岁，群众，城口县星铖特殊
儿童援助中心负责人，“忘
我”大漆艺术空间负责人

2012年，她的儿子被
诊断为孤独症患者。为给
孩子治病，她辞去工作，带

着孩子四方寻医，五年多时间花掉了一百多万
元，卖了房子，背负巨额债务。2018年，明确知
道孩子完全康复无望之后，她先后考取康复师
资格证、社工证、评估理论证等，创建了星铖特
殊儿童援助中心，五年多时间救助了107名问题
儿童，18名儿童经过治疗回归校园。为给孩子
未来找一条出路，2022年，她成为“忘我”大漆艺
术空间负责人，为11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与
100余户残疾家庭签订漆器代加工协议，免费提
供技能培训。五年来，她累计培训患儿和提供
咨询服务 800余人次，免收 100多万元费用，为
孤独症患者筑起了一个温馨的“家”。

18.22年倾心守护万
家灯火的电缆医生——黄
帆，男，41岁，中共党员，国
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生产
管控中心电缆运检班班长

重庆抗洪，他48小时
不休，鏖战三个受灾区域
实现“水退人进电通”供电

承诺；在暴雨中肩扛 20公斤重的发电机爬上 12
楼，为生命垂危的老人续电“制氧机”。河南郑州
暴雨，他连夜赶赴支援，连续奋战30余小时首战抢
险任务。他自主研发5项新型专利，为居民快速供
电提供技术保障；坚持夜间零点检修设备，保证客
户白天正常用电，反复巡查试验2884千米电缆，持
续治理电缆隐患提升客户用电幸福指数。22年
来，他累计完成50000多起故障抢修任务和80余
次急难险重任务以及160余次重特大保电任务，缩
短停电时长10余万小时，受益居民超过100万人
次。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网等媒体多次报道
他的先进事迹。曾荣获“重庆好人”称号。

19. 勇闯火场救人
的人民子弟兵——刘
朋，男，30岁，中共党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
区某部战士

2023 年 1 月 10 日，
他回到家乡垫江县长龙
镇探亲休假。当天晚上

11点 30许，街上一户居民因在自家三楼熏腊肉
引发火灾，睡梦中的他听到呼救声，飞身跑到火
灾现场。听说有两位老人因听力下降、行动不
便、极度恐慌，在浓烟中无法打开紧锁的大门，
他义无反顾2次冲进浓烟滚滚的火场，救出2名
耄耋老人。他的英勇事迹在军内和社会各界引
起强烈反响，事迹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新闻直播间》《国防军事》栏目、《解放军报》、
“学习强国”平台等报道。曾荣获“中国好人”
“重庆好人”称号，在部队先后荣立“个人三等
功”2次，获评陆军“学雷锋先进个人”、部队“优
秀共产党员”。

11.用爱“唤醒”深
度昏迷父亲的 8岁女
孩——傅鑫怡，女，8
岁，云阳县龙洞小学二
年级学生

2021年，父亲因严
重车祸瘫痪在床，昏迷
不醒。沉痛的打击似

乎让小小的她一夜长大，她主动帮妈妈分担照
顾父亲的重任，坚持每天给父亲煮饭喂药、洗脸
洗脚、按摩聊天，经过500多天的悉心照料，父亲
的病情逐渐好转。她阳光开朗、助人为乐，主动
申请照顾随班就读残障同学，利用节假日关心
陪伴村里的空巢老人，带领班上的同学积极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她立志成才、全面发展，学习
成绩优秀，擅长唱歌、跳舞、演讲，是学校跳绳冠
军。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用12分钟专题报道她
的事迹，中央、市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40余次，
全网浏览量达到2.6亿次。曾荣获“重庆市新时
代好少年”称号。

12. 用爱照亮童心
的“树洞姐姐”——张耀
元，女，35岁，中共党员，
璧山区公安局治安管理
支队内保大队教导员

2021 年，她敏锐地
发现很多案件涉及的未
成年人都有一定程度的

心理健康问题，于是在大兴小学发起设置仿真“树
洞口袋”信箱。在她的努力下，“树洞口袋”很快走
进全区中小学校，共收到2314封“树洞来信”，接到
学生家长微信电话咨询998人次。累计解决校园、
家庭、心理隐患类问题672个，化解校园矛盾纠纷
95起，劝返疑似辍学学生10名，教育感化有暴力倾
向的学生 32名，挽救有严重自杀倾向的学生 12
名。在她的推动下，教委、关工委、妇联、共青团等
多方力量，相继加入到“树洞口袋”行动中，成立了

“树洞口袋工作室”，惠及学生8000余人。上游新
闻根据她的事例推出《树洞姐姐》系列漫画，阅读量
达到400万人次。曾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先进个人”“重庆好人”“重庆市优秀法治副校长”

“重庆市公安局优秀女民警”等称号。

13.乡村阅读“引路
人”——王治伦，男，69
岁，中共党员，合川区龙
凤镇米兰村村民，“守
一”图书室创建人

他从小酷爱读书，
因家庭贫困，念完小学
就开始帮助家里干农

活，后四处打工补贴家用，拥有一间图书室成了
埋在他心底的梦想。2001年，他自筹资金 10万
元，在米兰村村委会的支持下，启动“守一”图书
室建设工作。2002年3月，“守一”图书室正式向
村民开放。21年来，他添置书籍上万册，累计接
待群众 3万余人次，照亮了村落阅读之路，助力
近千名学生走出大山、考上大学，为村民、种植
养殖大户、企业搭建交流沟通平台，以“阅读助
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曾荣获“全国乡村阅读
榜样”“重庆市乡村阅读榜样”“寻找巴渝乡村振
兴榜样”等称号，“守一”图书室被命名为“重庆
市书香大院”。

14. 研发新型独立
蓄热控温集装箱的优秀
军人——邓安仲，男，49
岁，中共党员，陆军勤务
学院教授

渝新欧班列开通初
期，曾因沿线部分地区
处于高原高寒环境，每

年 12月至次年 3月无法运输电子类产品，成为
制约渝新欧班列全年常态化运营和对欧贸易发
展的关键瓶颈之一。2012年，他带着团队考察
渝新欧班列沿线气候特点，搞论证、出方案、做
实验，经过 5年艰苦努力，研发了新型独立蓄热
控温集装箱，解决了高原高寒条件下独立控温
难题，为渝新欧班列电子产品冬季常态化运营
提供有力支撑，该项成果被中央电视台、《科技
日报》等报道。他还牵头承担成渝某应急支援
功能区建设等重点任务。曾荣获军队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三等奖各3项，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一、
二等奖各 1项，荣立二等功 1次，当选党的二十
大代表。

15. 铁道边日夜守
护 10 年的护路“夫妻
岗”——廖小城，男，56
岁，中共党员，丰都县三
建乡绿春坝村综治专
干，渝利线重庆丰都高
铁路段护路队员；陶春
秀，女，54岁，群众，丰

都县三建乡绿春坝村村民，渝利线重庆丰都高
铁路段护路队员

夫妻俩以不足3平方米的岗亭为家，无论严寒
酷暑，24小时轮流坚守，记录来回70余班动车通行
情况。每天徒步行走近6公里，巡查铁路防护网至
少3次，及时消除护网破损漏洞、清理滚落到护网上
的落石。2016年，丰都遭遇150年一遇的特大暴
雨，夫妻俩沿着铁路仔细查看。大水很快冲向他们
家的房屋和良田，夫妻俩毅然决然选择“舍小家为大
家”，18只羊、50多只鸡，新建的圈舍全部被洪水卷
走，损失了4万多元，但他俩毫无怨言。渝利铁路丰
都段运行近10年来，夫妻所巡护路段实现人和动物

“零”破网。廖小城曾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
进个人、“重庆好人”、重庆市岗位学雷锋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