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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2017-2018）感动内蒙古人物候选人事迹公示和投票方式
感动内蒙古人物候选人事迹简介

30.高洪生，男，汉族，1961年11月生，中共党员，大兴安
岭农垦集团公司扎兰河农场五队队长。2012年创建高洪生
劳模创新工作室。多年来，他的工作室致力于农业生产的
结构调整，新品种引进、实验、示范、推广，动植物新技术研
发。他带领职工群众转变大豆种植的传统耕种方式，推广
垄上多行精点，用小麦轮作倒茬，亩产达到300多斤，效果
明显。为向全队推广经济效益好的白瓜子，他到阿荣旗考
察时自掏腰包3000元买种子给大家试种，第二年种白瓜子
的面积达到了3000亩；他利用5年时间成功实验高寒地区
林蛙种苗繁殖技术并推广应用；2015年引进大雁家养项
目，3年后攻克养殖难题，又考察学习蟾蜍养殖，并打造出
田园乡村旅游项目，带动周边农民致富。他还在药材领域

积极探索增收，鼓励职工跳出土地创业务工。2017年，工作室投入3.2万元研发出捡石机，
改善石头地耕种条件，为群众年增收35万元。他先后被评为呼伦贝尔市和自治区劳动模
范，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工作者。

23.郭晋龙，男，汉族，1957年12月生。中共党员，呼铁集
团有限公司呼和焊轨段高级技师，全路首席技师，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工程技术专家。工作30多年来，他从
连电路图都看不懂，到主持和参与多项大型技术攻关项
目，相继攻克了多个技术难题。2002年应邀协助乌鲁木齐
焊轨厂验收法国进口长轨焊接列车，焊接列车因故未能按
期启动，“洋专家”急得频频联系总部。当“洋专家”们同意
让他试试，他排除问题让焊接列车成功启动时，“洋专家”
们齐声欢呼：“中国工人，了不起！”。2011年1月，郭晋龙凭
借“钢轨焊缝双频正火设备及工艺”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成为中国铁路工人登上国家科技最高领奖台的
第一人，研发的成果在全国钢轨焊接企业推广应用。2012

年“郭晋龙科技创新工作室”通过国家审批，升格为国家级“郭晋龙技能大师工作室”。退
休后继续为组织培养科研人才。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自治区“北疆
工匠”等27项荣誉和国家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

24.郝利军，男，汉族，1976年8月生，中共党员，呼和浩
特海关缉私局法制处副处长。作为呼和浩特海关缉私局的

“业务能手”“法制专家”，他将全部精力投身于工作当中，
冲锋在前、攻坚克难。先后办理重大刑事案件11起、行政案
件36起，检查审核案件超百起，荣立三等功一次。他积极推
进关区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先后完成10余起长期未处理或
案值巨大、法律适用复杂案件的处理工作。他修订8项管理
制度，尤其是《缉私部门案件处理请示、报告制度》《缉私局
法制部门办理刑事案件工作规程》等制度，对于不断推进
关区缉私执法工作的规范性和统一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牵头审核、编辑了《海关缉私部门执法办案常用法规选
编》，共收录各类执法文件61份；牵头审核、编写了《刑事执

法规范化指引》和《行政执法规范化指引》，牵头制定了《业务现场处置“违法运输、携带数
量零星货物、物品”进出境行为工作指引》《办理进出境人员走私、违规案件工作指引》等。

25.胡泽锋，男，汉族，1987年5月生。内蒙古润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因疾病被截去右臂,
却没有被击碎梦想和意志。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残联鼓励下，他2010年成立内蒙古润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绿色能源的研发应用。他于2013
年研发“稀土超导能量板（RSEP）”、跨季节储能系
统、自然能源智慧系统（GEIS），实现建筑所需能源取
之自然，流经建筑室内，又回归自然。2018年10月，胡
泽锋在乌海市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中泰绿能科
技有限公司（中泰绿能），随后科研示范项目开始落
地运行，开启了当地用自然可再生能源推动现代智
慧农业的先河。2019年1月9日，乌海市自然能源智慧

农业科研示范项目揭牌，同时启动乌海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项目。他在带动
企业及团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捐助困难人群，累计为失学儿童、孤寡老人、残
疾人及无力承担就医负担的家庭提供捐助达200万元以上，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
温暖。

26.哈斯毕力格，男，蒙古族，1968年7月生，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潮洛濛》编辑部主任，中国
蒙古文期刊学会副主席。他始终喜欢称自己为编辑，先后
参与《蒙古文大藏经》《尹湛纳希全集》等诸多大部头著作
的策划、编辑工作。作为一名作家、翻译家，他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90年代初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
作。先后在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多篇诗歌、散文、随笔杂
文、报告文学、小说、以及翻译等图书作品。他与哥哥在家
乡创建“毕力贡仓蒙古文书馆”，建立书敖包，建成藏书3万
多种的“毕力贡仓蒙古文图书出版印刷博物馆”，他组织的
《毕力贡仓--爱读书的孩子》读书感想比赛，已有3400多
名学生参与，自费奖励和赠送图书多达4000多册。其文学

评论《文学改革及对人的研究》，长诗《第十三个战士》，短篇小说《天堂里的孩子》等十余
个作品获得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等政府奖，2001年他被评为自治区首届“内蒙古十佳
编辑”。

27.郭翠梅,女，汉族，1954年3月生，中共党员，磴口县
巴彦高勒镇北梁台村村民。1993年，郭翠梅所在村发洪水，
身为村妇联主任的她，看到光着脚丫子进进出出的乡亲们
很心疼，于是不分昼夜，为46位老人赶做了棉鞋。当时，一
家人全靠丈夫每月35元工资维持生活，一双鞋底0.25元，
每年做400多双，家人省吃俭用地支持她。目前，丈夫退休
金每月4000元，她儿子下岗、女儿残障，生活本来捉襟见
肘，她仍然坚持做鞋。25年来，她义务做鞋2.5万双，送鞋范
围从敬老院、贫困老人扩大到环卫工人、驻镇官兵等。她的
精神感动了无数人，300多人加入她的爱心团队，许多人将
旧衣服送给她，公安局给她送来绱鞋机，县政府提供两间
房，她建起郭翠梅爱心工作室，村委会和几家福利院、企业

也支持她的爱心事业。她的事迹被拍成党建微电影“暖心鞋”，成为全区党员教育的典型
材料。她被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内蒙古好人，她的家庭被评为“内蒙
古最美家庭”、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28.徐立立，女，汉族，1981年2月生，残疾人公益岗位。
她3岁那年，因风寒高烧治疗不当双腿残疾。到了上学的年
龄，去学校3华里路程，她只能趴在奶奶背上。听着奶奶粗
重的呼吸声，她多少次泪湿双眼，多少次下定决心：要坚强
独立，不能成为家人的负担。初中毕业辍学回家后，她拄着
拐杖摆地摊；结婚成家后，丈夫在外打工，她带孩子、种田、
还继续在集市卖手套袜子鞋垫等小针织品、小物品。下洼
镇的小商品市场里，这个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残疾姑娘赢
得了人们的尊敬。2007年，敖汉旗残联推荐徐立立到金峰
铜业所属羊毛衫厂工作；2008年，被推荐入选中国残疾人
举重队、脱颖而出，先后获得17块奖牌，其中世界级9块、国
家级7块、自治区级1块；在2017年墨西哥世界残疾人举重

锦标赛上，她夺得79公斤级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2018年10月印尼雅加达亚运会中，她
获得女子79公斤级金牌，两次打破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

29.秦立梅，女，汉族，1969年6月生，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人大代表，民进会员，1999年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开办百
草堂秦氏中医门诊。她传承父辈医术医德和有“十元钱就
拿出一元助人”的信念，累计投入千万元，共救助贫困患者
一万余人。她携手社区每年免费诊治100名贫困患者，对
10-20名大病患者实施特殊救助，每年到养老院救助慰问
孤寡老人150名。她与清水河县政府签订了5年帮扶协议，
从2018年7月起每月一次自驾车到清水河县义诊，救助患
者360人，免费为50名贫困患者诊病送药40万元，资助贫困
村民建了10口母亲水窖。从2008年起，她每年为贵州贫困
群众和儿童送去衣物和学习用品。玉树地震后，她领养了
两名孤儿。2016年起每年在玉树义诊100余人，捐药60万

元；2018年义诊147名，捐资350万元，并与玉树市政府签订大病救助5年协议。从2013年起，
她每月一次回老家山东潍坊进行大病救助。2018年又在北京开办医院。她被中国民间中医
药研究开发协会授予“青年名中医”，被评为自治区“敬老孝星”，2019年当选世界中联肿瘤
康复专业委员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