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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公示
根据2024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宣传选树工作安排，经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发掘、初步推荐，感动重庆人物组委会认真审核、严格评议，征求相关方面意见，推选出20名（组）

提名人选（按姓氏笔画排序），现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如有意见和建议，可在公示期间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电话向组委会反映。

公示时间：2024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 联系电话：023-67805229，63899673 联系邮箱：jrcqppb@163.com

王翔，男，55岁，中共党员，万州
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他扎根基层法院28年，2011

年成为全市首批环保法官，先后办

结环资案件1700余件，无一改判，

其中15个案件入选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司法案例、全国法院指导性案

例、最高人民法院和市高法院典型

案例。他创新建设长江三峡库区首个生态修复司法保护示

范林，打造重庆市“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司法实践基地，首

创环境保护禁止令制度，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环境保护

禁止令的司法解释贡献了基层经验。2018年，他被确诊“腺

样囊性癌”，10个月内接受了35次放疗，体重降到不足80

斤。待病情稍有好转，他又主动请缨回到工作岗位，为构建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屏障贡献力量。曾荣获“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重庆

市岗位学雷锋标兵”“重庆好人”等称号。

1.守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的司法卫士——王翔

石胜兰，女，38岁，群众，奉节
县盛兰蜀绣艺术工作室创始人、重
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奉节夔
州绣）传承人

她12岁时意外跌落山崖高位

截瘫，终身与轮椅为伴。她乐观生

活，21岁结缘刺绣传承非遗，她克

服肌肉萎缩、久坐褥疮等身体困

难，不分昼夜苦练夔绣，传承非遗。17年来，她以坚韧的意

志、精湛的技艺，绣花虫鸟兽，绣大好河山，创作《白帝雄姿》

《夔门红叶》等数十幅优秀作品，在重庆工艺美术展等展览中

斩获奖项。为回报社会关爱，她组织成立“盛兰工作室”，专

门针对残疾人开办夔绣培训班，帮助全国500余名残疾人在

飞针走线中找寻人生价值。2019年，被确认为重庆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蜀绣（奉节夔州绣）传承人。曾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全国自强模范”“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重庆市自

强模范”等称号。

2. 巧手绣出绚烂人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轮椅
绣娘”——石胜兰

吕玉奎，男，59岁，中共党员，
荣昌区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站长

从学校毕业后，他怀揣科技助

农增收的理想，扎根农林科技一线

39年。他长期蹲守在田间地头，勇

攀农林科技高峰，历经20年反复探

索，成功选育出无刺花椒，2023年

首次出口日本，已投产的400亩预

计实现出口创汇470万元。他牵头从广东引进麻竹、速生桉

等植物，成功选育出荣昌大叶麻竹、渝桉1号等林木良种6个，

在麻竹标准化栽培与综合利用关键技术上突破难关，为当地

农户增加3500万元劳务收入。他创新将荣昌猪和竹两大支

柱产业有机结合，开展“猪沼竹循环利用”技术研究，推动笋竹

产业崛起成为荣昌新兴农业支柱产业，助力荣昌建设成为“中

国麻竹笋之乡”“国家麻竹生物产业基地”。曾荣获“全国绿化

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林业科技工作者”“重庆好人”等称号。

3.坚守林业科技推广39载的劳动模范——吕玉奎

刘乔平，男，50岁，中共党员，中石
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自涪陵页岩气田开发建设以来，

他始终坚持扎根在一线、奉献在一线、

建功在一线。他是页岩气采气“先遣

队”的队员，面临前期勘探采气“四

无”——无经验、无技术、无设备、无人

才等难题，他白天上井场、晚上学文献，潜心钻研、攻克难关。面对

页岩气井进行大规模分段加砂压裂需要高压采气井口装置的难

题，他研制出试气试采一体化采气井口装置。面对井筒积液、输管

网压力升高、集气管线腐蚀穿孔等问题，他反复试验，更新技术工

艺，有效保障了气田稳产，挽回损失3000万元。他创新运用增压

开采技术和集输系统生产组织模式，推动气田每年稳产超70亿立

方米。他获得国家专利授权10余项，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重庆好人”“重庆市最美产业工人”等称号。

4.改进创新页岩气开采工艺的“拼命三郎”——刘乔平

肖祖贤，女，28岁，群众，重庆市
残疾人羽毛球训练基地运动员

两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导致其右边身体的运动神经全部受

损，从此留下了残疾。但她不向命

运屈服，一直乐观面对生活。2016

年，她一边读成人自考，一边打工，并

参加了市残联组织的市级残疾人长

训运动员选拔比赛和市残疾人田径锦标赛。由于身高臂长优

势，加之其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2017年入选市残疾人羽毛球

队。她克服身体残疾运动失衡的障碍，坚持每天高强度训练，

终于找到维持身体平衡的诀窍，并能娴熟运用扣杀、反拍等技

术动作。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她获得全国残疾人羽毛球锦标

赛女子单打SL3第一名、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羽毛球女子单打第一名、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会重庆首枚金牌等

荣誉。2024年9月2日，她站上了第十七届夏季残奥会的最高

领奖台，获得羽毛球单打冠军。曾荣获“重庆好人”“重庆市巾

帼建功标兵”“重庆市自强模范”等称号。

5.从零起步挑战自我，用8年时间登上最高领奖台的残
奥冠军——肖祖贤

何涛，男，41岁，中共党
员，国网永川供电公司无人
机首席专家

他是国网永川供电公司

第一批输电线路无人机智能

巡检专职飞手，负责1800公

里输电线路、5000公里配网

线路的杆塔精细化巡检，运

用无人机技术使巡检效率提升5倍，保障了群众用电

安全。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台“紫外巡检

无人机”，率先实现基于视觉识别的无人机自主巡检技

术，多次荣获全国电力巡检技术创新应用“金巡奖”。

他带领公司无人机创新团队，研制出四代喷火清障无

人机，获得8项国家专利。他的事迹被《人民日报》、中

央电视台等专题报道，以其为原型的微电影《山丘》点

播超300万人次。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技术能手”“中国好人”“国网工匠”等称号。

6.守护万家灯火的无人机电力巡检员——何涛

宋秀红，女，52岁，群众，
巴南区莲花街道广益街社区
居民

2011年，她的婆婆突发

脑梗，虽然保住性命，但不幸

成为植物人。面对家庭重大

变故，她主动挑起照料重

任。婆婆住院期间，她奔波

于家和医院之间，无微不至地喂水喂食、翻身换洗，仅

一个多月便瘦了二十余斤。婆婆出院后瘫痪在床，她

自学推拿按摩、清洗理疗、理发修甲，日复一日地悉心

照料，引导婆婆进行康复训练。在她细致入微的照料

下，婆婆奇迹般苏醒，逐渐从需要搀扶行走，到能够独

立行走，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13年来，她始终如

一地陪伴，用爱与坚持诠释了孝老爱亲的深刻内涵。

宋秀红家庭曾荣获“全国最美家庭”“重庆市最美家庭”

等称号。

7.13年如一日用爱唤醒植物人婆婆的好儿媳——
宋秀红

张发国，男，51岁，中共
党员，巫山县庙宇镇南溪村
党支部原书记

2017年，他接任南溪村党

支部书记。当时的南溪村是远

近闻名的空壳村、贫困村。他

带领村民种植水稻、烟薯，尝试

光伏发电，使南溪村顺利实现

整村脱贫。2023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近1.8万元，较2017

年翻了一番。他是村民信任的“大忙人”，帮群众办户口、

办低保、办入学，村里的灾害处置、矛盾化解，大小事务他

都记在心里、办在实处。2024年8月，他提议南溪村和邻

近几个村抱团发展的产业秋月梨上市，他带队卖梨，凌晨

出门、半夜归家，20余天连轴转，最终积劳成疾，突发脑梗，

不幸离世，离世时他的指甲缝里还满是梨浆。出殡时，千

余名南溪村村民自发赶来为他送行。7年坚守，他用生命

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曾荣获“巫山好人”等称号。

8. 宁愿自己倒下，不愿群众掉队的村支书——
张发国

张兴会，女，70岁，群众，
大足区龙岗街道西街社区居民

她的儿子古怒2005年

在西藏山南服役期间，为营救

战友不幸壮烈牺牲，年仅19

岁。古怒的战友告诉她，“从

此，我们就是您的儿子”。想

到边防战士要常年经受严寒，

她将丧子之痛深埋心中，把对儿子的思念融入一针一线，

缝进鞋垫和毛绒拖鞋送往雪域边关，送给保家卫国的边

防官兵。19年来，她7次进藏，每次跨越2000多公里，翻

越两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去看望慰问边防战士，

战士们亲切地称呼她为“鞋垫妈妈”。超千双的鞋垫和毛

绒拖鞋跨越千万里，见证着心系双拥19载，关心爱护边

防官兵的深情。曾荣获“全国最美拥军人物”称号。

9.山南驻藏边防兵的“鞋垫妈妈”——张兴会

陈星月，女，37岁，中共党
员，市政府研究室人事秘书处
副处长、三级调研员、驻巫溪
县通城镇清泉村第一书记

2023年，在乡村振兴帮

扶队伍轮换之际，她主动请缨

前往巫溪县乡村振兴任务最

重、发展底子最薄弱的清泉村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她针对“一老一小一困”弱势群体，创

新打造“爱在清泉”党建品牌，协调700余万元资金，慰问

帮扶300余户老弱病残家庭，解决村里脱贫户、低保户、留

守儿童、空巢老人的医疗、教育等实际困难；牵头协调300

余万元资金，完善村级公路建设和护栏安装；她推动形成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村民发

展青脆李产业并开拓市场，群众亲切地称呼她为“星光书

记”。她的驻村事迹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网、《重庆日

报》等媒体报道。曾荣获“重庆市最美机关青年”等称号。

10.奔走在大山深处，与老百姓“心连心”的“星光
书记”——陈星月

岳龙芳，女，82岁，中共党员，垫
江县白家镇湖滨社区居民、重庆市
桂花岛瓜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她扎根农村经济发展一线42

年，1982年起带领村民肩挑手扛开

发四面环水、乱石嶙峋的桂花岛，将

昔日荒岛变成“瓜果山”。她凭借劳

动人民特有的坚韧执着，靠拼靠干

改造客观环境、变被动为主动。瓜果运输不便，她筹资建码

头、修公路；瓜果销路受阻，她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品牌

化、规模化赢得市场，帮助900多户村民过上好日子。她的劳

模精神激励着白家镇群众，白家镇先后涌现2名“全国劳动模

范”、3名“市级劳动模范”，农业大镇成了“劳模之乡”。曾荣获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农村优秀人才”“重

庆直辖10年建设功臣”“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庆杰出贡献英

模”等称号。

12.“劳模之乡”劳模精神的传承者、群众致富的带头人、乡
村振兴的实干家——岳龙芳

罗庆华，男，47岁，中共党员，重
庆医科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副主任

作为一位在临床和教学一线默

默耕耘了19年的医者、师者，他始终

坚持以仁爱之心抚慰患者、以言传身

教引导学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暖

罗”。这个暖心的名字背后，是他无数

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身影。他曾多次主动请缨，赴地震灾区

开展医疗救援工作；作为重庆赴孝感支援队心理干预专家组组

长，奔赴抗“疫”最前线……在危急时刻，他从不退缩。2024年8

月17日，在贵州到重庆的高速公路上，一辆私家车突发交通事

故，车内一家三口被困，车辆损坏严重、燃烧起火、随时可能爆

炸。恰巧经过的他挺身而出，将一家三口成功救出。回到重庆

后，他放心不下因车祸头部受伤的婴儿，又主动联系专家成功为

其做微创手术。他“救”要帮到底的温暖义举被中央电视台等媒

体广泛报道，社会反响强烈。2024年9月被贵州桐梓县委政法

委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曾荣获“重庆好医生”等称号。

11.临危勇救人，后续献大爱的医生——罗庆华

周朝喜，女，47岁，群众，綦江区
登瀛学校教师

她的儿子出生15天，便查出患有

苯丙酮尿症，5岁半时又被查出患有进

行性肌营养不良，11岁半后只能靠坐

轮椅代步，医生预言“活不过18岁”。

她不言放弃，一直无微不至地照料儿

子，和儿子一起以乐观积极的态度与

病魔抗争。在19年的照料陪伴下，儿子打破了“活不过18岁”的

预言，成功圆梦大学。为丰富儿子的生活，她利用寒暑假时间，独

自一人带着儿子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累计数十万公里，去过

近100座城市。此外，她还悉心维护1400人的病友群，给予他们

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慰藉，成为拥有10多个“儿女”的“干妈”。她

通过开设微信公众号，呼吁关注罕见病群体，为近百个困难家庭

筹得康复辅具及爱心善款，帮他们渡过难关。曾荣获“中国好人”

“重庆好人”“重庆市新时代好家长”等称号。

13.传递人间至爱的好母亲——周朝喜

胡万琪，男，38岁，中共党员，
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操作
部副部长

他扎根港口，潜心钻研业务技

能，在面积不到4平米的驾驶室里，每

天工作10余个小时，一个动作重复了

18年，练成集装箱吊装“无声响、一次

准”的绝活。在果园港推动智慧港建

设过程中，他担起了技改重担，带领桥吊司机掌握最新智能场桥

远程操控系统技术，可同时对3至4台场桥进行作业，港区场桥实

现无人操控半自动化远程操控。公司成立“胡万琪劳模创新工作

室”，他带领团队大力开展创新创效活动，通过节约维修费用、提

升码头综合效率等方式，每年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约1500万

元。普通桥吊司机每小时的单机作业量一般在15个自然箱，而

他每小时的单机作业量能达到25个，在他的桥吊下千斤重物“轻

如鸿毛”。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重庆市

岗位学雷锋标兵”“重庆市最美产业工人”等称号。

14.18 年坚守工位，当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钢铁
手臂”——胡万琪

秦大益，男，45岁，群众；曹利芳，
女，43岁，群众，“渝忠客2180”运营者

他们运营着忠县长江段上“最后

的水上公交”，27年如一日坚持开船运

送菜农到县城卖菜，风雨无阻，全年无

休，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开船。他们把

菜农当亲人，免费提供早餐，帮助挑菜

卖菜，即使经营入不敷出，15年也不涨

一分票价。他们还成立了“2180爱心团”开展爱心活动，帮助困

难家庭、资助贫困学生，累计捐赠物资3600余件，总价值100万

余元，帮助困难儿童、困难群众近300名。“渝忠客2180”也被网

友们称为长江上的“背篓专线”，成为一张“暖心名片”。其感人事

迹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重庆日报》

等中央和市级媒体报道300余篇次，关注网友近500万人次。入

选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

15.长江上的“背篓专线”：全年无休、助人为乐的客轮“摆
渡人”——秦大益、曹利芳

袁稚西，男，89岁，中共党
员，西南政法大学退休干部；唐
玉珍，女，87岁，中共党员，市司
法局退休干部

唐玉珍幼时家境困难，因为

每月3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才得以

完成学业，那个时候她就下定决

心，长大后要回报社会。袁稚西

小时候家庭贫寒，在成长过程中得到很多帮助。夫妇俩前半

生兢兢业业地从事了铁路、妇联、司法等工作，始终不忘初

心，情系贫弱，帮助他人。退休之后，患病的两位老人虽居住

在养护中心，却一心想回馈社会，“我们老了，做不了什么贡

献了，只希望不给国家添麻烦，同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一些

困难的人。”在两个儿子的支持下，最近10年里，他们卖了自

己的房产，捐出养老积蓄合计110万元，用于敬老助残等扶

弱济困项目。2018年4月，两人与市红十字会签订遗体捐赠

协议，去世后将遗体捐赠给医学研究。唐玉珍曾荣获重庆慈

善奖“慈善楷模”称号；夫妻俩曾荣获“重庆好人”称号，入选

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

16.牢记初心、奉献一生的八旬党员夫妻——袁稚
西、唐玉珍

崔建新，女，71岁，中共党
员，陆军第九五八医院退休干部、
“崔妈工作室”负责人

2013年她退役退休后，积极

发挥余热，坚持为军民义务诊

疗。她倡导成立全国首支“红岩

医疗队”，组建江北区退役军人

“指导员在线”工作平台，成立“崔

妈工作室”，创新服务退役军人工作新模式。11年间，她组织

医疗队奔赴西藏边防、贫困山区服务军民，执行“抗击疫情”

“地震救灾”等救援任务。平日里，她也把一颗心用在了为退

役军人及家属的服务上，经常奔走在协调退役军人就业、军

人子女入学的道路上，还悉心照顾受伤的退伍老兵和困难老

兵。她为退役军人及家属解决生活、工作等问题2000余件，

服务军民超10000人次，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崔妈妈”。曾

荣获“中国好人”“重庆市最美退役军人”等称号。

17. 红岩医疗队的带头人、退役不褪色的“崔妈
妈”——崔建新

彭勇，男，59岁，中共党员，
合川区公安局南津街派出所民
警、“彭勇寻亲工作室”牵头人

2005年第一次助人寻亲让他

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2008年

因公致七级伤残后转岗社区警务，

在工作之余走上了“24小时在线，

节假日不休”的为民寻亲路，并成

立“彭勇寻亲工作室”。19年来，他帮助198名求助者圆梦，

2024年已助力寻亲61起，被群众亲切地称呼为“寻亲老彭”。

2019年春节期间，在线索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帮助西安胡家兄

妹找到失散65年的大姐“秀秀”。2021年，帮人找到17年前债

主的诚信佳话，被《人民日报》报道后引发网络热议和点赞。

2024年初，帮助台湾同胞实现了两代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寻亲

梦。其事迹多次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重庆日报》、重庆电

视台等媒体宣传报道。曾荣获“中国好人”“重庆好人”等称号。

18.让警徽光芒照亮寻亲之路的民警——彭勇

蒋新生，男，52岁，中共党
员，陆军勤务学院教授

他是军事能源领域的专家，

从事军事供油保障研究26年。

某地震灾区某部油库受损严重，

在油气扩散蔓延可能引发二次爆

炸的危急关头，他主动担任现场

应急处置总指挥，圆满完成抢险

任务，有效保护了数亿部队资源。某输油管道重大工程扩建

期间，他多次深入海拔4000米以上的工程现场，忍受高寒缺

氧，成功解决技术难题。他创新突破关键技术难题，推动油

气储输系统安全防护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曾获“陆军备

战工作先进个人”，“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励17项，

荣立二级表彰1次、三等功3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突破油气储输“卡脖子”技术的军事能源领域专

家——蒋新生

储卫民，男，34岁，群众，重庆
青年摄影师

2017年，为了追逐光影梦想，

他放弃稳定工作，开启专职摄影之

旅。7年多来，他拍遍全球30多个

国家、200多个城市，拍摄影像素

材达50多TB，在国家地理杂志、

抖音等国内外平台展示展播拍摄

作品20余万条（次），全网点击量超3亿人次。他还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先后到10余所乡村学校和30多所高校开展公益摄影

讲座。2019年，他凭借作品《北极的冬天》，成为中国大陆首位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旅行者摄影大赛全球总冠军；2020年起，他

策划拍摄《火车看中国》《不一样的中国》《中国新塔》等系列作品，

通过光影艺术向世界真实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变化发展，相关

作品获得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和众多网

友的广泛好评，入选大理国际影会、平遥摄影大展、连州国际摄

影年展等展览；《火车车窗外的西藏风景》获得2023年哈苏大师

奖；2024年，入围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

20.用光影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青年摄影
师——储卫民

（据2024年10月30日《重庆日报》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