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荣在党50年

720212021..77..11 星期四星期四 编辑编辑 刘蓓刘蓓 校对校对 马骁马骁

革命传统 代代相传

郭长海

英雄经历 平凡人生
□本报记者 王春生 文/图

6月29日下午，家住新华区西市场
街道优胜小区的杨书建老人，在家踱步
半个小时锻炼后，打开电视看新闻。杨
书建满头银发，笑声朗朗，声音洪亮，看
起来气色很好。

杨书建今年91岁，有72年党龄，是
平煤股份四矿离休干部。几天前，矿上
领导来到家里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

九旬老党员身经战事多

杨书建老家在许昌市，1948年，他
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编入自卫队。同
年许昌解放，他加入解放军。

当兵后不久，杨书建参加了淮海战
役。“最激烈时我们部队连着打了七天
七夜。”杨书建回忆，当时他所在部队是
华东野战军，交战地点在山东济南一
带，“敌人要从南京增兵，他们有坦克，
我们挖战壕阻击，坦克过来时我们放
火，从地上打滚儿过去，把步枪插进坦
克履带里。”

在这次战斗中，杨书建的臀部被弹
片刺伤，“但没伤到骨头，轻伤不下火线
啊！”70多年过去，如今天阴时他还会
感到受伤处隐隐作痛。

淮海战役后，杨书建成为共产党预
备党员，在渡江战役前夕，他光荣加入
中国共产党。

“我们在江苏镇江过江，一个排用
两个小船渡过长江。晚上下着小雨，
还有大炮不住点儿地放。过江后我们
追击敌人跑得很快，背包里背着干粮、
子弹、枪、手榴弹，七八十斤重。有个小
战士腿抽筋，我们搀着他跑。饿了就吃
干粮，吃的是高粱面、红薯面窝窝头，然
后继续追击，都是不停地跑啊！”回忆当
年，杨书建情绪激动。渡江战役后国民

党部队兵败如山倒，他所在的部队一直
追击敌人到上海吴淞口，进驻上海。

杨书建至今还清楚地记着自己的
部队番号：26军78师232团3营9连一
排。在上海时，他已升任副排长。当时
师部成立文工队，他因为年轻、个子高，
进入文工队，负责联系演出事宜。

1951年，杨书建所在部队奉命前往
东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

美援朝。“当时我们追击敌军打到汉城
（现首尔）。”后来，杨书建所在部队进驻
山东蓬莱长山岛，他成为海军陆战队一
名准尉军官，直到 1957 年退役回家。
当兵十年，他曾5次荣立三等功。

退役不褪色晚年享安乐

1958年8月，杨书建进入刚投产的
四矿工作，从此扎根矿山，直至1985年
离休。

在四矿，杨书建从基层采煤队普通
井下采煤工干起，四年后，矿上成立供
销站，因工作成绩突出，他出任供销站
支部书记一职。后相继在矿上预制板
厂、矿机关从事不同工种。

“无论干啥，我都想着我是一名党
员，要自觉为党和人民服务。为人要诚
实，做事要踏实。”杨书建这样谈及他的
为人处事原则。

杨书建如今和小儿子杨志强一家
住在一起。51岁的杨志强是四矿清洁
绿化队支部书记。杨志强说，父亲经常
教育他，生活要自立自强，工作要全力
干好，对他影响很大。

杨志强的妻子栗惠艳说，公公和他
们住在一起20年了，老人通情达理，一家
人幸福和睦，“俺闺女在上海读研，跟他
爷爷最亲，每周都要和爷爷视频聊天。”

“孩子们很孝顺，我现在的生活真
好，我得好好锻炼身体，感受以后更美
好的生活。”杨书建说。

杨书建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高新区皇台街道平东站社区平安
小区居民郭长海今年92岁，是一个参
加过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
士，党龄72年。日前，皇台街道办事处
为郭长海送来“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6月29日下午，郭长海讲述了他亲
历的一些战斗故事。

抗美援朝九死一生

6月29日下午3时，记者来到郭长
海家，老人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身
材消瘦，双目炯炯有神。因年事已高，
老人耳朵不好，在接受采访时，需由子
女附在其耳边告知。

郭长海的二儿子郭学强介绍，1929
年，父亲出生在山西省原高平县（现高
平市）。1947年 1月，郭长海光荣入伍，
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是司号兵。

郭长海回忆说，1948年 5月，他参
加了晋中战役。为攻占晋中，解放军攻
城部队一共抬来五口大棺材装满炸药
埋在城墙角下，首长一声令下引爆炸
药，晋城城墙被炸开一个大口子。紧接
着，他吹起冲锋号，攻城战士一个个跳
出战壕冲向城内。在这次战役中，他被
炮弹炸晕，倒在牺牲的战士身边，最后，
他被战友救起。后来，他又跟随部队参
加了太原东山战斗，最终解放了太原。

1949年11月，郭长海正式加入中国
共产党。1951年，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
争。提及抗美援朝，他激动地说：“好多
美国人都投降了！”郭长海的二女儿郭
秀萍说：“父亲过了90岁以后，记忆力
不行了，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前些
年父亲曾说过，他在朝鲜战场上随大部
队一起打过了三八线，他在战斗中拼命

吹冲锋号，为战友鼓劲。在一次战斗
中，他的大腿不幸负伤，被战友抬下战
场捡了一条命。在战场上受伤，父亲经
历了四五次。他们村与他一起参军入
伍的27个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仅
幸存2人，父亲是其中之一。”1952年6
月，郭长海从朝鲜回国，部队为他记三
等功。

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1954年前后，郭长海所在的部队官
兵全部脱下军装，转业到铁道部第四工
程局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几年中，他们
先后到北京、河北等地，修路、架桥、打
隧道。他曾参与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修
建，为首都水利建设洒下了汗水。

上世纪六十年代，郭长海先后来到
郑州铁路局与平顶山东站（隶属武汉铁
路局信阳房建生活段管辖），主要从事
职工后勤保障工作。工作中，他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和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9年，他从平顶
山东站离休。

6月30日上午，武汉铁路局信阳房
建生活段干事万传红说：“作为一个老
党员，郭老政治觉悟高，工作讲原则，生
活中也严格要求自己。”

郭长海的三儿子郭风雷介绍，父
亲离休后，还参加过单位组织的义务巡
逻队，看车子棚，参加防汛演练，疏通
下水道。

郭学强说，父亲经常教导他们要珍
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做人要诚实，不怕
吃苦，干工作要踏实，要靠自己的辛勤
劳动获取报酬。这些年，父亲当起了爱
国主义精神的传承者，将革命前辈的奋
斗历程讲给一些慕名来访的小学生听，
让他们从小树立爱国主义情怀。

郭长海在演示吹军号

杨书建讲述往昔故事，杨志强在旁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