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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祥：最可爱的人

“在汉江北岸，我遇到

一个青年战士， 他今年才

21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

江青冈县人。 他长着一副

微黑透红的脸膛， 高高的

个儿，站在那儿，像秋天田

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

可爱……” 这就是著名作

家魏巍笔下《谁是最可爱的

人》 中描述的马玉祥形象。

随后，马玉祥的名字以及他

冒火抢救朝鲜儿童的事迹

传遍了全国。11年戎马生

涯， 历经血与火的洗礼，铸

就了最可爱的人———马玉

祥的英雄本色。

战场上的英雄本色

1947年，17岁的马玉

祥参军， 成为东北民主联

军一纵队二团炮兵二连的

战士，走上了军旅生涯。

敌人的烧杀抢掠、人

民的颠沛流离， 深深地刺

痛了贫农出身的马玉祥的

心， 他冲锋陷阵， 毫不畏

惧。攻锦州，马玉祥冒着枪

林弹雨运送炸弹， 衣服和

军帽上被炸了5个弹洞；打

天津， 一往无前的马玉祥

踩响了地雷，被埋在土里；

南下两广，5次遭遇战，马

玉祥3次挂彩。 每一次，他

都是简单地包扎后， 又马

上投入战斗。 一次随部队

过河， 连日的征战使原本

身体就瘦弱的马玉祥昏厥

在水中，差点被冲走。

1950年， 朝鲜战争爆

发。 马玉祥所在的部队加

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

列，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

面对荒冢前的断壁残垣，

听着失去亲人的朝鲜群众

无助地哭喊， 马玉祥只觉

得血往头上涌。 为了距离

敌人更近，打得更过瘾、打

得更解恨， 马玉祥主动提

出将自己由炮兵连调到更

为危险的步兵连去。 就这

样， 战场上多了个瞪圆眼

睛、 狠命向疯狂扑上来的

敌人扫射的轻机枪手。

在朝鲜战场上一共参

加过多少次战斗， 马玉祥

已经记不清了。 但是他永

远也忘不了“五八零”高地

的战斗。在那次战斗中，马

玉祥所在的连队顶着敌机

的扫射和坦克大炮的轰

炸， 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

次又一次反扑。在鏖战了3

天3夜后，阵地上只剩下马

玉祥等3人。弹将尽、粮已

绝的危急关头， 马玉祥和

战友誓与阵地共存亡，打

得敌人鬼哭狼嚎， 最终圆

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

说起功勋， 马玉祥总

是淡然一笑， 脱下军装的

他诠释着英雄的内涵：“那

些长眠在战场上的战友才

是真正的英雄。”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 这是马玉

祥转业时的想法。

1958年6月，他以排长

之职转业支边， 来到哲里

木盟（今通辽市）工作。哲

里木盟要发展工业， 需要

有人冲锋陷阵， 有人当带

头人， 组织上找到了当时

在民政局工作的马玉祥，

他二话没说， 转战到了工

业生产第一线。

马玉祥挥汗如雨地和

工人们一起抬砖盖房；精

神抖擞地和工人们一起挥

锹挖土， 小山似的两个土

篮他竟能够如飞般地挑来

挑去；燃料不够了，他和工

人们一起从老远的煤场往

厂里运； 打更的工人家里

有了困难， 他不声不响地

替班；产品易流失，他又兼

起了保管员……在工业生

产第一线， 马玉祥从没有

叫过苦， 也从来没有抱怨

过。 他哪里还像一个领导

呀———汗水比工人流得还

多，脸晒得比工人还黑！

马玉祥这个鲜活的共

产党人的形象， 深深地烙

印在人们心里。凭着感觉，

人们想到了《谁是最可爱的

人》中的马玉祥，于是悄悄

地问他：“你就是魏巍写的

那个马玉祥吧？ 你就是在

烈火中救出朝鲜小孩儿的

马玉祥？”听到这，马玉祥

愣了片刻， 随即淡淡地抛

出了一句话：“同名同姓的

人多着呢， 就算我参加过

抗美援朝， 但是那千千万

万个志愿军战士中，也绝不

会只有一个马玉祥呀！”3

年自然灾害时期， 科尔沁

草原的人们生活举步维

艰。马玉祥家也不例外，妻

子、儿女浮肿的浮肿，有病

的有病。 有人看到了他的

转业军人证， 好心地对他

说：“听说你和家人浮肿得

挺厉害， 还一直坚持喝菜

粥，吃豆腐渣，你咋不出示

你的军人证， 每月还可以

多供应二两黄豆呢。”好言

相劝并没有动摇马玉祥的

信念， 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也是个普通的公民，没

有什么特殊的， 别人能顶

得住，我也能顶得住！”

续写英雄的故事

1984年， 马玉祥离休

了。一次，马玉祥孙女的同

学问起他是不是《谁是最

可爱的人》 中救朝鲜小孩

儿的英雄时， 他出人意料

地吐露了真情：“是！ 我就

是那个马玉祥呀！”这个答

复，不仅使孙女感到意外，

就连他的妻子和子女也十

分意外。 面对亲人诧异的

目光， 马玉祥平静地说：

“现在我已经离休了，不会

因为我就是那个马玉祥而

带来什么优惠了。 我能从

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已

经属于幸运了。 以前不愿

承认， 怕被人以为是向党

和国家要荣誉，要地位，要

待遇。现在如果再不承认，

我就对不起那段历史了。”

“从供销社退下来的

老马头就是著名作家魏巍

《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马

玉祥”，这一消息，成了当

年通辽市的一大新闻。面

对人们纷纷投来敬仰的目

光，马玉祥一如从前。

回首过去，马玉祥说：

“我不能忘记，17岁那年要

不是党收留了我， 就没有

我的今天， 我的生命是党

给的。 从19岁入党的那天

起，我就想，我要把自己的

生命还给党，要真还，不要

假还！我打过上百次仗，就

想多打死几个敌人； 我工

作了30多年， 就是想多干

点儿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

事儿。”

1987年4月28日，在北

京军区政治部魏巍家的院

子里， 两位相互牵挂着的

老人———马玉祥、 魏巍紧

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魏巍

望着老朋友黑中透红的脸

说：“那年你21岁，我31岁，

我说过你像秋天田野里一

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

现在你还是那样， 还不

老。”

1951年， 作为战地记

者的魏巍到了马玉祥所在

的部队， 在敌机的轰炸和

子弹的呼啸声中， 魏巍完

成了对马玉祥的采访。朝

鲜战场一别后， 马玉祥时

刻想着魏巍。1979年初夏，

马玉祥从《解放军画报》上

看到附有魏巍照片的一首

诗， 看着魏巍那熟悉而又

亲切的脸庞， 马玉祥心头

一阵狂喜，激动万分。经过

长久的思考后， 马玉祥试

探着给魏巍写了一封信，

请解放军画报社的同志转

送给魏巍。信寄出去了，一

同寄出的还有马玉祥对魏

巍的思念与祝福。 魏巍收

到信的当天就给马玉祥回

了信。 多年失去联络的战

友， 又被友谊的链条连在

了一起。于是，就有了两个

人的再次会面。

1988年秋天， 科尔沁

草原最美的季节， 魏巍应

邀来到了马玉祥家。 魏巍

听人说起马玉祥把心无私

地奉献给了草原的事儿，

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他称

马玉祥实在可敬， 永远是

最可爱的人！ 魏巍当即泼

墨写下了“天地有正气，江

山不夕阳”的条幅，赠送给

了马玉祥。

从那以后， 马玉祥和

魏巍先后9次相聚。他觉得

和魏巍这位老哥哥在一起

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他还

要继续发扬“松骨峰精

神”，把余热献给祖国和人

民。

最美不过夕阳红

离休后， 马玉祥担任

了10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

员。 他一场场地给学生们

作专题报告，讲传统、讲奉

献、 讲志愿军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让他们明辨是非、

茁壮成长。近20年来，马玉

祥作报告200多场，听众达

到17万人次。

马玉祥发现许多学生

一放学就去游戏厅， 因此

染上了一些恶习。 他看在

眼里， 痛在心头。“如果能

够把他们集中起来搞一些

健康向上的活动， 既能充

实他们的课余生活， 又能

让他们受到教育该有多好

啊。 可是到哪儿去找这样

的场所呢？” 想来想去，马

玉祥觉得还是设在自己家

里比较合适。1991年1月，

马玉祥家庭文化活动室正

式挂牌。为了支持他，很多

人专门送来讲述雷锋、刘

胡兰、 董存瑞等英雄人物

事迹的书籍。

既不收费， 又满足了

大家的文化娱乐需求，马

玉祥的家成了少年儿童和

老年人的乐园。双休日，来

他家的人更多， 直到人们

晚上都离开了， 他和老伴

儿才一本一本地把书整理

好， 把家打扫干净。 在不

遗余力发挥自己作用的同

时， 马玉祥也感到一个人

的力量是不够的，为此，他

经常和老战友沟通交流，

说服动员，经过多方筹集，

2002年5月26日，内蒙古第

一家老战士协会———科尔

沁区志愿军老战士协会正

式成立了。 马玉祥担任了

科尔沁区志愿军老战士协

会会长。当时，协会年龄最

大的86岁，最小的73岁。协

会成立以后， 他们多次为

学生作专题报告， 帮助学

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深受广大学生的

欢迎。

马玉祥说：“我们革命

一辈子，就是为人民服务，

口头说不行， 要干具体事

儿。我们这些老党员、老战

士更大的责任是要发扬好

我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

优良传统。”

2008年4月6日， 马玉

祥因脑部出血在通辽市科

尔沁区医院进行抢救。7日

上午， 通辽市很多领导以

及老战友们都前往医院看

望了他， 孩子们也来到医

院，希望马老赶快好起来。

但是大家的关心终于还是

没有留住英雄。4月11日9

时12分，马玉祥病逝，享年

78岁。

文/甘峰岭杨敏

2005年3月16日， 马玉祥在内蒙古大学外语学院给学

生讲课 （资料图片）

2007年11月，马玉祥（左）与魏巍（右）促膝谈心

（资料图片）

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炮火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