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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战斗英雄郭瑞祥：百年足迹 丈量初心
文/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刘 敏

“这是党授予的最高荣誉，一定要亲

自来领。”

2021 年 6 月 29 日，101 岁的郭瑞祥

身着绿军装，坐在轮椅上接受了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授予的“七一勋章”。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郭瑞祥

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作为军人，他先

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1957年

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奖

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

功勋荣誉章。

在党84年，郭瑞祥非常珍惜党组织

给的各种荣誉。不同时期获得的勋章，他

常拿出来小心擦拭。“我要时刻擦拭共产

党员的‘初心’，不让它沾染一丝尘埃。”

信念坚如磐石的革命战士

【出生入死，革命理想大于天】

16 岁那年，郭瑞祥投身革命。戎马

生涯几十年，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的战火洗礼，参加大小战役战斗 10 余

次，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为革命出生入

死、屡立战功。

1940年5月，在鲁西南一个叫肖渠

的地方，日军兵分两路发起进攻。

“战斗非常激烈，战士的鲜血染红了

沟沟峁峁。”时任新三旅八团一营一连指

导员的郭瑞祥，带领一个排迂回到敌人

后方，突袭了留守的日军。

尽管已经过去80多年，郭瑞祥对当

年的战斗细节仍然记忆如昨：“我命令战

士架起机枪向日军扫射，日军围墙里的

一批战马受到枪声惊吓，纷纷跳墙逃走

了。”

“当时留守的日军连死带逃，我们乘

胜追击，缴获了十几匹日本战马、一批骑

兵步枪和一挺歪把子机枪，打击了敌人

的嚣张气焰。”郭瑞祥回忆。

1946年9月，时任东明县独立营政

治委员的郭瑞祥带领150余名战士向敌

军发起进攻，由于消息泄露，敌军增援

1000多人将队伍包围。

战斗从拂晓打到天黑，所有战士都

水米未进，多次突围失利。危急时刻，郭

瑞祥挺身而出，带领着由党员、干部等组

成的突击组，一只手持驳壳枪，一只手拿

马刀，第一个冲了出去。

讲起这一段，这位百岁老兵记忆犹

新：“我一冲，战士们跟小老虎一样，都冲

上去了。敌人一见到这场面，像兔子一样，

连枪都不拿就跑了，整个敌军全线崩溃。”

【情报和剿匪工作功勋卓著】

1937年3月，郭瑞祥在战乱中光荣

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之后，这位农民的儿子坚定了

跟党走的信念意志，无论遇到何种困难

和考验，从未动摇。

七七事变爆发后，郭瑞祥担任地下

工作者，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为我军收

集了大量情报。他积极在群众中发展党

员，扩大党的队伍，还在 1939 年组织带

领40余人光荣参军。

东明县独立营原本是个地方武装，

副营长和一连长都当过土匪，加入我军

后，土匪习气一直也没有改掉，经常出现

拉山头、搞小团体等情况。

“身为政治干部，我反复给他们做思

想工作，耐心讲解我军的宗旨、党的纪

律，讲明军队组织纪律的重要性。”郭瑞

祥回忆。同时，他狠抓部队党组织的领导

力、组织力和执行力，牢牢掌控住队伍，

确保部队始终听党话、跟党走。

渡江战役后，郭瑞祥所在的二野五

兵团西进贵州，开展剿匪战斗。1950 年

初，他负责对起义部队进行教育，宣传党

的政策及我军的方针，在随时可能发生

反叛暴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官兵的改

造，并很快把他们分编到了正规的解放

军部队，充实了我军力量。

矢志坚守初心的家庭标杆

【艰苦朴素，融入骨髓血脉】

走进郭瑞祥家，记者打量着“年代

味”十足的房间布置，竟有一种穿越时空

的感觉。

角落里的“飞人牌”缝纫机，被郭瑞

祥从贵州带到大连。这个已经使用了60

多年的老物件，机面上早已凸起一块块

皮，坏了的地方用胶带贴了一层又一层，

但他仍舍不得扔。

客厅里最惹眼的装饰品，莫过于一

座座栩栩如生的根雕。“早些年，父亲腿

脚还灵活，就到后面山上刨树根，一眼就

能看出可以做什么，回到家就开始雕刻

打磨。”郭瑞祥的四女儿郭惠丽说。

手艺精巧的郭瑞祥，还是个做木工

的好手。椅柜沙发等家具，都是他亲手制

作，一桌一椅，都刻着岁月的印记。

离休多年，郭瑞祥始终保持着在部

队时艰苦朴素的作风。20世纪50年代部

队发的一双皮鞋，他至今还穿着，不舍得

扔掉。平时，衣服破了就自己缝缝补补，

再接着穿。女儿给买的羊毛衫，他穿了

10多年，袖子破洞了就剪掉袖子改成背

心继续穿。

【优良家风，亦是“红色养料”】

郭瑞祥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

素、克己奉公的作风，言传身教影响着子

女，这种作风逐渐成为了家风。

“我们小时候背的书包是父亲用旧

军雨衣做的，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亲亲

手缝制的。”郭惠丽说，“父亲的一言一

行，我们耳濡目染，在简朴的生活中，寻

找到应当守护并传承的宝贵财富，那是

我们家的‘红色养料’。”

离休时，郭瑞祥已是贵州省都匀军

分区副政治委员，却从未利用职务之便

帮衬家人，谋取私利。

郭瑞祥的6个子女中，有5个曾参军

入伍，转业、复员到地方后成为工人，两

个儿子下岗后也都自谋职业。

“当时我在部队当卫生兵，很久之后

才偶然得知军长就是我父亲的老部下，

他从来不跟我们说这些，我们也没想过

要靠父亲的关系。”郭惠丽说。

“花一份钱就只打一人份的饭，不要

占公家便宜。”每次家人去食堂打饭，郭

瑞祥都要反复叮嘱。

郭瑞祥给儿孙们立下一条家训：永

远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

政治本色不褪的离休干部

【保持头脑与思想的自我革新】

打开古朴的书柜，《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这本书格外引人注目。

离休之后，郭瑞祥坚持理论学习，相

关的书籍翻了又翻。他认为只有坚持学

习党的最新理论，才能在政治上跟紧时

代的步伐。

随着年龄的增长，原先只戴老花镜

看书的郭瑞祥，现在还得右手拿着放大

镜。

郭瑞祥心系党、国家和军队事业，为

了第一时间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晚饭后他都会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

联播》；从报纸关注到的新闻和照片，他

都工工整整地剪下来，贴在一起。

凭借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郭瑞祥

不但自己学，还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学。

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郭瑞祥积极参

加干休所组织的党员教育学习活动，鼓

励其他老干部、老党员坚持学习、与时俱

进。

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孙子郭宇光

已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爷爷

经常和家里人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时

不时还会出题考考我们！”他说。

【不计个人私利，积极发挥余热】

离休后，家里和干休所是郭瑞祥活

动最多的场所，在这片“小天地”里，他坚

持从大局出发，积极作出自己的贡献。

邻里出现矛盾的时候，他总是主动

靠上去做工作，疏导人员思想，化解邻里

纠纷。

郭瑞祥关心、支持干休所的工作，积

极为干休所发展建言献策。在如何建设

先进干休所、提高老干部生活质量、解决

老干部和遗属实际生活困难等方面，他

提出的很多建设性意见都被所里采纳。

此外，郭瑞祥还关注干休所人员的

思想情况，引导他们不断提高思想觉悟，

自觉做到政治上清醒、立场上坚定、思想

上合格。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

郭瑞祥在贵州工作时期的资料照片

（1950年摄）。

郭瑞祥在大连家中读书（7月7日摄）。

摄影/新华社记者 刘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