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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共共六六安安市市委委宣宣传传部部 六六安安市市科科学学技技术术协协会会 六六安安市市科科学学技技术术局局

关关于于授授于于王王虎虎等等十十位位同同志志22002200年年
““六六安安市市最最美美科科技技工工作作者者””称称号号的的决决定定

汪兴芳，女，1979年1月生，汪兴芳同志1996年进入安徽应流集团工作，当时
仅有中专学历的她成为一名普通操作工人。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向上，得
到领导的认可。一年后被调入应流集团技术部门成为一名技术员。一直以来，她
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奋发进取。于2002-2005年在合肥工业大学铸
造专业再深造。后续在应流集团亚美公司技术部工作，主要进行熔模精密铸造
工艺研发。先后取得铸造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职称。她从事熔模精密铸造技术研
究工作20多年，经常加班加点，每天深入生产一线，跟踪并指导关键工序操作。
因工作表现突出，于2009年集团委派她去北京向业内权威专家学习航空航天
零件的铸造工艺技术。2010-2018年期间她共申报成功14项国家专利，其中发
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3项。2019-2020申报5项发明专利，目前正在国家知
识产权局审批中。

于2010年下半年在安徽应流航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从事高端及航空航天
发动机零部件的铸造工艺技术研发，到目前为止共参与研发的国家重要机型零
件有几十种以及其他国外客户的高端燃机零件。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做好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引领和政
治吸纳，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根据《中共六安市委宣传部 六安市科协 六安市科技局关于
在全市开展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六科协〔2020〕12号)精神，经过广泛动员、有关单位推荐、
专家评选、面向社会公示等程序，决定授予王虎等10位同志2020年“六安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希望荣获2020年“六安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的同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创新争先、再立新功。希望全市广大科

技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和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2020年“六安市最美科技工作者”为榜样，开拓奋进、攻坚克难，为
加快建设幸福六安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

金俊成，男，1982年12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任皖西学院教
务处挂职副处长、仿生传感与检测技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兼六安市青
年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科学技术界主席。工作十多年来，他始终忠于党的教育
事业，热爱学生和本职工作，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接班人为
己任，志存高远，艰苦奋斗，爱岗敬业，勤恳奉献，锐意进取，争创一流，自觉履
行科教兴国的神圣职责，能教善导，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扎实有效开展科学研
究，连续多次获得考核优秀，深受学生的喜爱和同行的好评。金俊成同志先后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安徽省重点研究和开发计划等项目，累计发表论文50

多篇，获得国家授权专利12项，多项成果应用于企业，先后获得“全省模范教师”
称号、安徽省“教坛新秀”称号、安徽省“争做新时代向上向善好青年”提名奖、
安徽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六安市政府特殊津贴等省市级以上荣誉15项，用扎实
出色的工作业绩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弘扬了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

李必琼，女，1972年4月27日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六安市裕安区新安镇马河
村人，大学文化，畜牧师、农艺师，现任安徽裕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六安
市裕安区伊甸园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必琼从一名打工妹成长为一名年薪近百万的外企高管，从兴办十几家大
小服装厂到流转农民土地开荒栽种近三万亩油茶园，每年创造1300多个务工就
业岗位，通过产业扶贫、技术扶贫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带动帮扶了2300多建档
立卡贫困户，3000多名妇女就业和创业,脱贫增收。2013年获得安徽省劳动模
范；2015年获得安徽省优秀扶贫个人；2017年获得全国林业创新奖。2019年，六
安市裕安区油茶产业发展协会与协会龙头企业会员共建的“公平万亩油茶产业
扶贫示范基地”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被中华全
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李必琼个人被全国妇联授予“全
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同年，被中国科协表彰为“2019年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
贫先进个人”。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愿乡亲致富早。面对着满山的油茶林，她思考着，“乡亲
们把一家老小生存的土地交给我，这是对我的信任和期盼，守不住青山绿水，又
怎么能实现‘农民给我一片荒山，我还农民一座绿色银行’的创业承诺”，在荣誉
面前，李必琼不忘初心，还农民绿色银行的“油茶梦”激励她继续前行。

李贤葆,男,1956年10月生，中共党员，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为舒城农业
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农民科技扶贫作出积极努力。1986年主持“舒城小兰花”
标准样研制，通过省级审定；1987-1988年与省农业厅和安徽农学院合作开展
舒城小兰花机械化制作研究(省科技厅立项)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1989年，
创制部优全国名茶“白霜雾毫”和省级名茶“皖西早花”；1990-1991年主持国家
能源项目-绿茶初制节能改造研制通过成果鉴定；1992-1995年参与农业部名
优茶增产增值综合产销技术研制及推广；1985-2022年主持选育“舒茶早”，
2002年通过国家级茶树良种审定；2004年主持研制了舒城小兰花省级地方标
准(DB34/T451-2004，2017年修订为DB34/T451-2017)；2003-2008年主持

“山坡绿”、“特香早”无性系茶树新品种选育(安徽省2008年度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分别通过省级鉴定和国家鉴定；2009年主持注册“舒城小兰花”原产地地
域保护证明商标；2014和2016年申报认定舒城小兰花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先后在《中国茶业》、《茶业通报》、《农学通报》、《茶世界》
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茶叶论文20多篇。在茶树栽培、茶树良种选育推广、名优
茶研制开发等茶叶科技推广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惠，女，1969年3月生，中共党员，梁惠同志为六安市肿瘤届学术及学科
带头人，自1996年率领同道创建肿瘤放疗科，开展医用直线加速器成套设备治
疗恶性肿瘤，该项技术填补六安市肿瘤放疗的空白。科室率先在安徽省开展三
维适形(3D-CRT)、调强(IMRT)、影像引导(IGRT)、旋转容积调强及立体定向放
射外科等精确放疗技术，开启肿瘤放疗的精准时代，这些技术均为省内领先、国
内一流。

梁惠同志始终以高昂的工作热情、高超的医疗技术、良好的服务态度、高尚
的医德医风为肿瘤患者点亮生命之光。在她带领下，科室先后获批为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国家卫计委临床重点专科(肿瘤科)，安徽省癌痛
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及国家首批“肿瘤多学科诊疗试点医院”。

为了落实分级诊疗、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2018年初积极筹备申报获批成立六安市肿瘤防治专科联盟，本人任专科联盟理
事长，起草专科联盟章程并付诸实施，对全市16家二级以上医院肿瘤专科进行
帮扶督导等，并出色完成各项工作指标，在2018年安徽省肿瘤质控中排名第
一；同时与国家重点专科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专科建立医联体合作单
位、与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肿瘤医院成立专科医疗联合体，为提
升皖西地区肿瘤规范化诊治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柳士勇，男，1962年4月生，中共党员。1984年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果树专
业。现任安徽奥林园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技术总监；兼任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生
导师(校外)、全国猕猴桃产业联盟副主席、安徽省园艺学会常务理事、省水果协
会副会长、省果树产业技术体系六安综合试验站站长、六安市园艺学会理事长、
六安市水果产业协会会长等职务。

柳士勇同志长期坚守水果技术和科普推广第一线，矢志务农三十载，选育、
引进果树、园林品种1200多个，累计育苗2000多万株，带领团队扎根水果生产
技术推广服务第一线，承包荒山荒岗，种植猕猴桃等水果基地3000多亩；举办
果树技术培训班200多期，培训农民2万多人次，深入水果基地技术指导1000多
次，足迹踏遍全国20多个省市。将毕生所学所识所得，倾心献给了水果事业。为
尽快地实现成果转化，推动江淮果岭地区新兴果树产业的发展，柳士勇带领团
队以果树试验站为平台，在市区科协、农业农村局、茶谷办等的支持下，先后建
立了猕猴桃示范基地2处、省级桃树标准化示范基地1处。其中建设的欣沃猕猴
桃产业示范园区，牵手四大股东，投资3500万元，流转土地1450亩，现已建设完
成了猕猴桃产业基地、休闲果品采摘园区和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保护圃等主要
项目，以及滴灌与水肥一体化系统、道路系统、冷库、分拣车间等配套设施。目前
园区猕猴桃、樱桃等苗木生长发育良好。

饶建国，男，1980年8月生，中共党员，六安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兼三
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

新年伊始，不断有武汉“新冠肺炎”消息传来，对于饶建国这样一位有多年
传染病防治经验的临床一线医生来说，首先意识到“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和致病
性，更加知道参与救治工作的危险性，但身为感染科医生和一名党员，他“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冲在最前沿，在疫情来临时，跟每次突发疫情一样，其义
无反顾报名参加第一批进入到隔离病区参加临床一线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新冠肺炎”疑似患者，他不惧风险，第
一个进入隔离病房询问病史、体格检查、采集标本。

疫情期间，饶建国天天在隔离病房，进行疑似排查、确诊收治、查房、采样、
病例讨论、省市专家组会诊、抢救、汇总报表等工作。他时刻关注新冠肺炎最新
进展，参与多项科研攻关。经过全院50多天的上下一心艰苦奋战，成功排查了
237例疑似病人，收治的69名确诊患者均治愈出院，为全省第二个“清零”的城
市，危重症病人“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取得了六安市抗“疫”工作阶段
性胜利。

王虎，男，汉族，197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早在1988年，高中毕业后的王
虎没有因为高考落榜而萎靡不振，他一直就对农业感兴趣，平时就喜欢读书看
报，学习农业知识。当时订阅有江西的《农村百事通》，湖北的《农家顾问》，湖南
的《农家致富顾问》，安徽的《安徽科技报》、《专业户》等报刊杂志，从中学习农
业科技知识，寻找致富门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乡贫困面貌，带领大家
共同致富。

2012年3月，在发起人王虎的带领下，成立安徽晶鑫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所拥有葡萄“晶星”牌系列产品多次荣获安徽省和全国大奖，已成为六安
葡萄产业发展的一个品牌，一个标志，一张名片。“晶星”商标在2017年获安徽省
著名商标称号，目前合作社350余户社员共同建设标准化葡萄生产基地8000余
亩，大都实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社员户均葡萄年产值都在5万元以上，而合作
社的核心科技示范户家庭年收入都达50万元以上。合作社成员的葡萄年产值
已达1 . 2亿元以上。合作社2015年被省农委评定为安徽省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
示范社。

王虎同志身兼数职，目前是安徽省晶鑫葡萄专业合作社社长、六安市晶鑫
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社长，六安市金安区葡萄产业协会会长、中国优质
阳光玫瑰联盟之皖西优质阳光玫瑰联盟秘书长、六安市土特产流通协会副会
长、六安市休闲农业协会副会长、六安市水果产业协会副会长，全国葡萄病虫害
防治协作网六安特约服务站站长、六安市旅游协会常务理事。

杨明生，男，1963年6月生，杨明生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正高级知识
分子，在平凡的教育教学和科技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耕耘30余年，党和国家
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分别当选为安徽省第十届党代会代表、感动和敬业奉献类

“六安好人”，被评为首届“六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获得中国化学会“基础
化学教育奖”，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29届和30届学科教育委员会委员，被评为
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省先进工作者、安徽省特级教师，为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培
养之情及教育之恩，杨明生在教育教学与学校管理工作中，以校为家，无私奉
献，不为名所惑，不为利所诱，心存家乡教育情怀，甘心留守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的基础教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教育发展奇迹，为振兴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和科
普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扶贫攻坚中，主动担当
作为，率先垂范，受到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作为教育战线上的科技工作者，杨
明生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和“广大科
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总体要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
根本任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积极参与教育科研和
科普工作，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徐绍莲，女，1971年12月出生，现任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皖西卫生职业学
院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从事临床护理及护理管理工作28年。

她来自于金寨大别山区，是地地道道的乡里人，198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六安卫生学校护理专业，1992年被分配到当时的六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即六
安地区精神病医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从来没有间断对知识的渴求，1997年
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安徽大学英语和蚌埠医学院护理双专科毕业证书，2003

年护理本科毕业，并获得医学学士学位，2015年就读安徽医科大学在职研究生
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在职称晋升上也一步不落，2005年6月取得主管护师资格，
2010年取得副主任护师资格，2015年获主任护师资格，为当时皖西地区唯一一
名取得护理专业正高级职称的在职人员；2011年受聘为皖西卫生职业学院副教
授，2017年被聘为“长江大学医学院”、“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临
床实践导师；参与编写高校“精品教材”及“十三五”规划教材各一部；申报安徽
省教育厅科研课题(重点项目1项)2项。

忠于护理工作，严守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爱护集体，团结协作，在完成繁重
的临床工作之余，她积极承担护理教学、护理科研及护理管理等工作任务。工作
以来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六安市“三创标兵”及六安市“三八红旗手”
称号、市级“优秀护士”、“六安市首届青年科技奖”、六安市科技成果进步类“二
等奖”、六安市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0年获中国护理管理大会“护
理管理创新”奖。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