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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运城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
神，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充分发挥各类先进典型在开创运
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的
重要作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在全市
开展2023年度“百名最美运城人”选树宣
传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了广大群
众的热情关注与踊跃参与，在全市上下
营造了“人人关注最美 人人争做最美”
的浓厚社会氛围。

经过逐级推荐、网络投票、综合评
审，现将入选 2023 年度“百名最美运城
人”现代农业好把式10名先进典型的优
秀事迹予以公布。

胡天妮

胡天妮，男，1971 年出生，芮城县天
宜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胡天妮从事粮食规模种植十余年，
现流转土地 5000 亩、托管 15000 亩；经
营1800亩的远鹏家庭农场，辐射带动农
户 153 户，推广面积 1 万余亩，促进了粮
农增产增收。他的“智慧农业”“未来农
业”理念大放异彩，做法先后被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新闻频道、农业农村频道等报
道。

胡天妮善于钻研。合作社成立之
初，他就创造性地用汽车变速箱、离合器
加上混流泵改造了两台大流量抽水泵，
每台每小时可出水1000立方米，解决了
合作社大面积引黄河水灌溉的难题，深
受当地农民认可和欢迎。

胡天妮创新模式。他的合作社有大
型拖拉机、无人机、高地隙植保机、移
动式喷灌机、地埋式喷灌及其他农机具
和配套农具等 210 台 （套）。在土地托
管上，鼓励社员把家里缺劳力、缺技术
的农户土地托管起来统一管理，由合作
社与村、组或农户签订服务合同，实施
农业生产“六统一”托管社会化服务，解
决了当前农村“不愿种地、种不好地”的
难题。

胡天妮敢为人先。他的合作社在全
省第一家引进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在
全县也是第一家引进喷灌设施。他跑企
业、进院校，建成了800亩智能水肥一体
化节水灌溉系统，实现仅用一部手机就
能准确操控 2000 个摇臂式喷杆喷灌设
备，用100小时完成原来需要15天的灌
溉任务量。他还能随时通过智能终控或
手机终端掌握空气、土壤温湿度和肥力
状况，实现每亩节水50%以上，减少化肥
使用量30%以上，每亩增产150公斤，增
收400元左右。

徐永宪

徐永宪，男，1973 年出生，绛县郝庄
乡大吕村人，从事粮食规模生产20余年。

2012 年 4 月，徐永宪成立了绛县荣
先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目前拥有大中
型拖拉机 43 台、旋耕机 43 台、玉米播种
机 43 台、深松机 15 台、配套农机具 156
台件、小麦联合收割机35台、玉米联合收
割机35台。2018年合作社被确定为“省
级专业合作社”。

徐永宪心系农民，大力开展农机服
务。面对农村劳力日益缺乏、农业生产劳
动强度大的问题，他扎根农村，致力于农
业生产创新，倾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新农机，引进各种农机具服务农业生产，
服务对象涉及全乡18个村，作业覆盖面
积达到全乡 95%。因多年来在绛县乡村
振兴和服务“三农”中表现突出，2022年

他被中共绛县县委、绛县人民政府授予
绛县“十大产业发展新农人”荣誉称号。

徐永宪引领行业，带动一方乡村增
收。近几年，他带领合作社先后承担了
全县小麦、玉米保护性耕作任务，作业范
围扩展到周边横水镇、古绛镇、冷口乡
等，涉及近40个行政村，年土地托管服务
总面积在10万亩以上；为托管区农户量
身打造服务套餐，在农机推广、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方面起到了典型示范带动
作用。

许冬晓

许冬晓，男，汉族，中共党员，退役军
人，1984 年 10 月出生，现任河津市阳村
街道三迁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三迁村有 1600 余口人，耕地总面积 387
亩，人均耕地仅0.24亩，村民积极发展蔬
菜种植，现已成为河津市有名的“菜篮
子”村。

返乡创业，当好乡村振兴领头雁。
2013年许冬晓退役后，先在北京一家互
联网金融公司就职。2017年，他响应号
召回乡创业，创办了山西长天运通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160
余人。围绕村里的蔬菜产业发展，他牵
头成立山西菜宝宝种植专业合作社，坚
持“支部+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成功
种植了普罗旺斯、甜蜜1号、夏日阳光等
精品蔬菜，并注册了“古耿菜宝宝”“三迁
村”两个商标。合作社还对全村的蔬菜
进行精选，统一包装对外销售，显著增加
了村民的收入。三迁村合作社的做法，
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新路
子。

心系群众，回报桑梓同致富。为了
不让一个农户掉队，许冬晓多次组织技
术培训，提高蔬菜种植户的管理水平。
在他的示范带动下，菜宝宝合作社很快
颇具规模，种植面积达280余亩，效益稳
步提升。2022年，合作社的小油菜生产
亩年均收入达2.1万元，设施大棚年均收
入10万余元。

许冬晓表示，下一阶段，他们将争取
更多的资金，建设冷链仓储，与村里蔬菜

产业相融合，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滕红革

滕红革，现年 52 岁，2004 年入党，
2008 年 12 月被选为临猗县庙上乡张庄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搞好服务促发展，设施栽培做文
章。张庄村位于庙上乡南部，现有6个居
民组、2000 余口人、5300 亩耕地。近年
来，滕红革带领全村枣农大胆探索，开辟
了枣业致富的一方蓝天。张庄村产业特
色明显，产业优势突出，成为全县乃至运
城市“一村一品”促进村。

在滕红革的启发和带动下，张庄村
自2010年开始进行冬枣设施栽培以来，
已发展冬枣设施大棚 5100 亩以上，其
中，钢架高标准设施大棚达到50%以上，
全村设施工程投入超过8000万元，全村
枣业收入突破 7000 多万元，人均收入
3.5万元以上，成为运城市乃至晋陕豫黄
河金三角地区有名的富裕村。

立足优势谋发展，奋发有为争前
列。滕红革坚持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
为推动农村发展的大事要事，深入谋划
研究，制定了《张庄村集体经济发展规
划》，采取“党支部+合作社+技术托管+
统一销售”的模式，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目前，张庄村的枣业合作社注册社
员 205 户，提供技术托管农资配送服务
的冬枣面积1000余亩；对接国内客商25
家，同时与两家外贸公司签订冬枣出口
协议，出口阿联酋、泰国、越南等国家；
2022年，张庄村在国内销售冬枣1500余
吨，出口800余吨，为枣农增收800多万
元；2022 年合作社纯收入 40 余万元，为
村集体增收12万元。

王万保

王万保，男，汉族，中共党员，1957年
5月生，临猗县王万保果品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2007年，王万保组织家乡临猗县北
辛乡卓逸村一带果农，成立了临猗县第
一家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精心为果农

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优质服务。
目前，合作社共有社员 2160 户，优质果
品种植基地10万余亩，年销售各种水果
4000多万公斤，其中出口500多万公斤，
每年为果农增加收入6000多万元。

合作社成立以来，王万保在苹果的
种植和销售上艰苦创业、大胆创新，取得
了丰硕成果。

一是在苹果生产上求创新。王万保
带领果农积极学习、研发、推广苹果生产
新技术。合作社生产的“王万保”牌苹果
先后获得国际国内农产品博览会共13枚
金牌，还被北京冬奥会奥组委指定为专
供食品。

二是在果品销售上求创新。王万保
带领果农着力打造“王万保”苹果商标，
精心设计果品包装，创建出口基地，通过
设立直销窗口、实施农超对接、拓展电商
销售等措施，苹果畅销国内28个省（市、
区），并出口东帝汶、孟加拉国、印尼等十
几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王万保”苹
果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三是在生产理念上求创新。王万保
坚持树立先进的生产理念，带领果农积
极引进优良品种及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
术，生产的苹果着色快、上市早、品质好，
成功抢占市场先机。他牵头研发生产的
文化艺术苹果，市场价格翻了几番。

郭建喜

郭建喜，男，汉族，平陆县部官镇阳
朝村人，中共党员，平陆县祥宁种养专业
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合作社成立7年来，
立足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以发展绿
色生态农业为宗旨，依靠科技创新、整合
资源、规范化生产，逐渐形成了产业链、
生态链相融合的种养结合经营新模式。

运用有机旱作农业技术，打造旱地
小麦亩产新高度。2020年，郭建喜种植
的700余亩旱地小麦，采取深松整地、一
喷三防等技术，长势良好。麦收时节，经
市农业农村局邀请的专家实收测产，平
均亩产为503.5公斤，专家组认定该产量
是运城市旱地小麦最高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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