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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虎：用心血谱写创业史

在连绵起伏的蛮汉山

脚下， 他的名字至今铿锵

响亮， 在我国农业生产战

线上，他带领村民修水库、

开渠道、 造梯田和引洪澄

淤的创业史， 至今让人们

崇敬和怀念。 他就是上个

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国农业

劳动模范郭老虎。1907年，

郭老虎出生于乌兰察布市

凉城县麦胡图乡金星行政

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

庭，10岁起就给本村地主

当长工，1946年参加减租

减息运动，1949年参加了

土改斗争；1950年4月响应

党的互助合作号召带头组

织了互助组， 并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

他组织成立绥远省第一个

初级农业合作社， 为凉城

开展土地革命和发展农业

生产树立了一面旗帜。

贫困村变米粮仓

解放前， 乌兰察布市

凉城县麦胡图乡金星村金

星大队的村民生活十分贫

困。土改后，虽然有了一定

改善， 但是生活仍旧十分

困难。 郭老虎抱定了一颗

改变贫困面貌的雄心，紧

紧抓住治水淤地、 改良土

壤这一主要环节， 开始了

艰辛的创业。

金星村附近有一条大

沟，叫索代沟。解放前每遇

洪水就泛滥成灾， 不少人

家因此家破人亡。 为了变

水害为水利， 郭老虎带领

全体社员开始了治理索代

沟的战斗。他不怕苦、不怕

累， 与群众经过几年的苦

战，引洪淤地1100多亩，淤

泥达9寸厚。粮食亩产由35

公斤提高到75.5公斤。1956

年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土

地连成一片， 给治水用洪

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到1962年， 淤澄的土地达

到6000多亩， 占耕地面积

70%，其中5000亩已经变成

了肥沃的土地， 粮食产量

成倍提高， 群众生活水平

大大超过了解放前的富裕

中农。洒下辛勤汗水，结出

丰硕果实， 当村民看着颗

粒饱满且堆成山的粮食，

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从不搞特殊化

郭老虎是一个从不搞

特殊的人， 他处处以身作

则， 率先垂范。 他春用铁

锹，夏使锄头，秋带镰刀，

冬挎箩筐， 走遍了金星大

队的村村户户。 这里的每

一片土地都留下了他的脚

印，洒下了他的汗水。郭老

虎15年如一日， 参加生产

劳动， 处处以一个共产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时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在他的影响下， 广大群众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

极性有了很大提高。

1961年， 全大队平均

每人出工近300个。为了进

一步带动生产发展， 郭老

虎制定了严密的劳动管理

制度： 一是建立三种形式

的作业组， 实行生产责任

制，因人、因地、因时制宜

地进行农事活动， 工资实

行定额评工记分； 二是评

比基本劳动日规定出勤

日；三是做好劳动计划，保

证重点，照顾一般；四是规

定劳动金额， 注意五制宜

（因地制宜、 因活制宜、因

时制宜、因农制宜、因勤制

宜）；五是推行小段包工提

高劳动效率。 金星大队以

艰苦创业的实绩， 赢得了

群众的信赖， 受到了上级

的表彰。

不给国家增加负担

郭老虎既是农业战线

的模范， 又是党的建设的

典范。 他常说：“众人是圣

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他坚持走群众路线， 虚心

向群众请教， 与群众同呼

吸，共患难，心连心。他作

风民主，不主观臆断。他常

常把荣誉归功于党和群

众， 就连政府发给他的奖

品，他也要赠送给别人。在

1960年的困难时期， 他的

心里更是想着群众， 就连

政府救济给他的一点小米

也要让给别人。 就是在这

种自己受饿的情况下，他

仍以国家利益为上。

郭老虎有再大的困

难，也从不向组织伸手，不

给国家增加负担。 当别的

社队耕畜不足时， 他用自

己的牛马去支援困难的群

众。 勤俭办社是他的治社

方针；艰苦朴素，克己奉公

是他做人的标准。他深信，

只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 坚持勤俭办事

业的原则，奋发图强，自力

更生， 才能把社会主义建

设推向前进。 郭老虎是这

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

虽已年老多病， 但他带头

创业，埋头苦干。在他的影

响下， 金星大队增收节支

蔚然成风。 从初级社到高

级社， 大队部一直没盖过

办公室， 就在干部家空闲

的房子里办公。1959年，有

关部门分配给他们两辆汽

车， 但是郭老虎考虑到金

星大队底子薄， 买汽车还

得向国家贷款， 而且没有

汽车也不影响正常的生产

生活， 所以并没有去买给

他们分配的汽车。平时，为

了节省开支， 办公用纸都

是正反面使用， 外出开会

宁可步行也不坐汽车，每

花一分钱， 郭老虎都要仔

细仔细再仔细。 他廉洁奉

公，生活俭朴。当多数社员

住上新房时， 他却仍然住

在几间旧房里。

心系困难群众

郭老虎爱社如家的良

好品德铭刻在每个社员心

里， 而他那一个个感人的

故事又让人们永远难忘。

有一次， 在引洪淤地的劳

动中，堤坝决了口，他不顾

冰冻的洪水， 一下子便跳

进深水里， 用身体堵住决

口 。1960年 8月的一个夜

晚，为了抗旱救灾，他带领

社员连夜冒雨浇地 3000

亩。郭老虎不仅关心生产，

还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

有一次木匠郭大贵外出，

正赶上他的妻子分娩，郭

老虎赶忙为其妻子请来医

生， 直到得到孩子平安出

生的消息， 他才回到自己

家。

第十生产队有一个五

保户得病后， 郭老虎经常

去看望他， 亲自给这位老

人端汤送饭，擦屎倒尿。郭

老虎心里只有群众， 唯独

没有自己。

1959~1962年，他外出

开会领到50多元补助费，

他一分未花， 如数交回队

里。1953年，他把评为县劳

模领到的12元奖金送给了

困难户。

我要永远听党的话

郭老虎虽然是金星大

队的领导干部， 但是他顾

大局，识大体，正如人们所

说的：“人在金星， 眼望全

局”。1960年困难时期，大

队一些同志让他去找自治

区的领导解决一些困难，

他却说：“全国、 全区有多

少个公社，多少个大队，我

们去找领导， 别的地方怎

么办？” 结果一直未去，相

反，金星大队还交售了100

多万斤粮食， 如期完成了

粮食征购任务。 特别是在

郭老虎的带动下， 全大队

干部、 社员三天内卖给国

家20万斤余粮。

郭老虎带领金星村的

群众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时

候，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一

方面， 他和兄弟大队交流

经验，共谈发展规划；一方

面， 他利用开会的机会共

商增产措施。 在郭老虎的

影响下， 金星大队开展了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农业

生产持续上升， 穷困的山

村逐渐变成了富饶的粮

仓。按照郭老虎的规划，岱

海滩要建成百亩果园，万

亩粮田； 岱海要兴建一个

扬水站，引水浇田。正如他

所说：“我不服老， 我要永

远听党的话， 学习党的政

策， 继续把人民公社集体

经济办好， 把终身献给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

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

做的。

名字载入《中国名人
词典》

1951~1958年，郭老虎

先后被评为凉城县农牧林

劳模、增产救灾模范、绥远

省农牧业劳模、 凉城县劳

模、 内蒙古爱国增产增畜

劳模、 内蒙古爱国斗争劳

模、凉城增产劳模、全国农

业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953年赴朝鲜慰问志愿

军，1958年出席内蒙古和

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

表大会并受奖一次， 他一

共获得过26枚奖章。

郭老虎一生先后在多

个岗位上工作，但是，不论

在什么地方工作， 那股艰

苦创业的劲头始终未减，

那颗无私奉献的金子般的

心始终闪亮着。1956年，金

星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

级社， 郭老虎任党支部书

记、社长，领导村民治沟治

水。1958年， 人民公社化

后， 当时的高级社改为金

星大队， 郭老虎任主任兼

党支部书记， 带领村民修

渠打埂，把旱地变为水地，

坡地整为梯田。1959年，郭

老虎任麦胡图公社党委常

委，1961年任麦胡图公社

副社长兼金星管理区党支

部书记，1967年8月任凉城

县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

当选为凉城县委常委，乌

盟（今乌兰察布市）盟委委

员。1972年任乌盟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 乌盟贫协

副主任。1977年被选为内

蒙古贫协委员，1979年当

选为内蒙古人大委员。

1980年8月15日，这位一生

辛劳创业、 心里只有群众

的农民儿子， 因患癌症离

开了人世，享年73岁。郭老

虎一生的贡献永远不会被

人忘记， 他的名字已经被

载入《中国名人词典》；他

用心血谱写的创业史，将

激励着人们继续奋勇前

进， 他将永远为人们崇敬

和怀念。

文/潘瑞春甘峰岭

郭老虎（左二）与下乡知识青年一起秋收（资料图片）

1963年10月，郭老虎（左）向社员传授选种方法（资料图片）

1977年3月20日，“内蒙古第二届贫下中农（牧）代表大

会”的部分代表合影，中间戴大红花的为全国劳动模范郭

老虎。（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