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沈阳9月 13
日电 郭俊卿，1931 年出生
在辽宁省凌源县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1945 年，为了给
被地主害死的父亲报仇，她
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又将
自己的年龄报大两岁，用假
名郭富参军。先后任通信
员、警卫员、班长、连队文
书和副指导员。

郭俊卿到部队后，政治
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她在入党申请
书中写道：“为人民服务就
要服务到底。为完成党的任
务，就要不怕流血牺牲。”
1947年6月，她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郭
俊卿以深厚的阶级感情，热
心关怀着战友们。平时谁有
病，她帮助做病号饭；行军
途中，她帮助同志们扛枪、
背背包，抢救伤病员。一次
行军路过没腰深的河，她带
头将病号一个个背过河，自
己却因受凉落下了病根。

1948 年初，郭俊卿调
到东北野战军某部三连四班
任班长。不久，平泉战斗打

响。她带领的四班作为突
击班，担负夺取城东第二道
山梁的重任。当时，全班只
有十来支老式步枪和几十颗
手榴弹，战士大都是初上战
场的新兵，而面对的是装备
精良的 60 多个敌人。战斗
开始后，郭俊卿摇着红旗冲
在最前面。战斗中，跑在她
身边的副班长中弹牺牲。她
高喊着“为副班长报仇”，
带头冲上山梁。敌人发起了
反冲锋，她带领战友同敌人
展开白刃格斗，最终取得了
战斗的胜利。郭俊卿因为
指挥机智勇敢，带病坚持
战斗，立了功。团里还给
四 班 颁 发 了 “ 战 斗 模 范
班”锦旗。

为了不暴露女儿身的
秘密，5年中，郭俊卿从不
脱衣睡觉，也从不和大家
一块上厕所、洗澡。1950
年4月，因劳累过度，郭俊
卿生病住进医院，这才暴
露了她的真实性别。同年9
月，她作为特等女战斗英
雄，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
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大会结束后，她作为
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出访
苏联，受到莫斯科东方大
学学生的热烈欢迎。回国
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
习。

毕业后，根据组织安
排，郭俊卿转业到地方工
作，先后担任过山东省青
岛第一服装厂厂长、山东
省 曹 县 民 政 局 副 局 长 等
职。1981 年离休后在江苏
省常州市定居。1983 年 9
月病逝于南京。

郭俊卿：“现代花木兰”

据新华社哈尔滨9月12
日电 张华，1958年10月出
生在黑龙江省虎林县。小
学、中学时一直品学兼优，
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1977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多次受到奖励，是岗位
练兵标兵。1979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79年秋，张华以沈阳
军区空军系统第一名的成
绩，考取了第四军医大学空
军医学系。张华在学习、思
想、作风、纪律、道德等方
面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以
雷锋为榜样”“做时代的英
雄”。他在日记中写道：“只
要党的事业需要，我将视死
如归。”

“我活着就要为人民群
众解除痛苦，这是我最大的
幸福。”他像雷锋那样关心
集体，乐于助人。在学校，
他利用假期办小报，宣传学
校里的好人好事；在火车
站，他看到有的旅客带很多
行李步履艰难，便主动帮
助。他像雷锋那样爱憎分
明，见义勇为。一次在公共
汽车上，张华发现一个小偷

在行窃，他挺身而出，喝
令 小 偷 将 偷 来 的 钱 包 交
还。他像雷锋那样关心国
家利益，保护人民财产。
一年，张华暑假回家探望
父母，正赶上当地遭遇山
洪，他只和父母打了个照
面，转身就上了工地，参
加抢险救灾。直到第二天
凌晨，他才回到父母身边。

1982 年 7 月 11 日，西
安市灞桥区新筑乡 69 岁的
魏志德老人在公共厕所疏
通粪便时，被沼气熏倒，
落入粪池。正在街上办事
的张华听到呼救声，扔下
携带的物品，立刻跑到出
事地点，拦住正准备施救
的其他群众，毫不犹豫下
到3米深的粪池内，奋力抢
救魏志德。

由于粪池中充满浓烈
的沼气，张华不幸被沼气
熏倒在粪池中，因严重中
毒窒息，抢救无效，光荣
牺牲，年仅24岁。

张华的英雄行为和高尚
品格，在全社会产生强烈反
响。1982 年，张华被授予

“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
大学生”荣誉称号，全国高
等学校和卫生系统开展向张
华学习的活动。

对于张华的亲人、同
学，以及许许多多和张华
同 时 代 成 长 起 来 的 人 来
说，他始终是人们心中的
不朽丰碑。2015 年，英雄
魂归故里，当地各界在七
台河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

“ 张 华 烈 士 骨 灰 安 葬 仪
式”。烈士亲属、驻军官兵
代 表 和 中 小 学 生 等 近 千
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
时刻。

张华：勇于献身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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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石家庄9月11
日电 李殿冰，1913 年生，
河北曲阳人。1938 年 11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作战勇
敢，李殿冰荣立大功3次。

全国抗战时期，李殿冰
任尖地角村党支部书记、民
兵队长和联村民兵中队长。
他经常带领民兵出没于山野
密林、青纱帐中，采用忽聚
忽散、时东时西的“麻雀
战”，不停地袭扰和打击日
伪军，配合八路军作战。
1941年秋，1200余名日伪军
进犯曲阳县口头村和中佐
村，他带领民兵抄小路上
山，居高临下突然袭击，毙
伤敌5人。当日伪军扑向山
顶时，他率民兵已转移到另
一座山头，从日伪军背后发
起攻击。这样边打边转，将
日伪军一步步引向老母庙附
近，抓住战机再次开火，毙
敌30余人，迫使日伪军撤退。

1943年9月，日伪军集
结4万余人，对北岳区抗日
根据地进行“扫荡”。16
日，日军 1000 余人包围曲
阳县尖地角附近几个村庄，
李殿冰混入被日伪军驱赶的

民工人群中，摸到敌人将要
偷袭驻武家湾村八路军2团
的企图，抄近路送出情报。
继而带领民兵占领有利地
形，预设埋伏，同时向南、
北两面进攻的日伪军射击开
火，制造日伪军双方误会，
引其自相攻打，致敌重大伤
亡。日伪军发觉上当后，集
中兵力进行报复。这时，他
已指挥群众迅速撤离，自己
带两名民兵赶到寺儿沟东
岭，向正在行进中的日军射
击，毙伤5人。随即又绕到
侧翼山头射击，先后毙伤敌
58人，炸死战马3匹，打得
日伪军晕头转向，不知所
措。在 3 个多月的反“扫
荡”作战中，他率领民兵游
击组作战 27 次，共毙伤日
伪军267人。

1944年2月，李殿冰出
席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战斗
模范代表大会，被边区政府
授予“神枪手”和“二等战
斗英雄”称号，并获赠“太
行勇士”匾额。在作战间
隙，他积极组织民兵开荒生
产，被抗日民主政府评为

“劳动英雄”。1950 年 9 月，
他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1961年，家属被批准随
军。李殿冰只让老伴和两个
女儿随军照顾自己，儿子、
儿媳妇仍然留在农村。1971
年，李殿冰离职休养，离休
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
新乐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离
休后，他回到农村，一心扑
在农业生产、民兵建设和对
革命后代的培养教育上，先
后五次被曲阳县评为“退休
不褪色”的模范。1982年7
月，李殿冰病逝。

李殿冰：善打麻雀战的勇士

据新华社长春 9月 14
日电 在吉林市革命烈士陵
园的革命烈士纪念馆中，有
这样一位英雄，他的事迹在
吉林大地上广为传颂。每年
清明时节，吉林各地的公安
民警和群众来到陵园，缅怀
这位英雄。他就是人民警察
陈鸽。为保护 40 余名乘客
的生命安全，他用血肉之躯
压住了犯罪嫌疑人引爆的手
榴弹，英勇献身。

陈鸽出生于 1958 年，
生前是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
昌邑分局民警。1984 年 2
月，吉林市龙潭区吉林化学
工业公司化肥厂家属住宅区
发生一起特大爆炸案。民警
在犯罪嫌疑人胡某家中勘查
时发现 2 枚手榴弹护盖、4
段引爆炸药用的导火索、包
装炸药用的蜡纸碎片和少量
炸药粉末以及2名犯罪嫌疑
人留下的“遗书”。

为尽快抓获嫌疑人，清
除安全隐患，陈鸽和同事在
松花江大桥南端执行堵截任
务。陈鸽克服连日来昼夜奋
战的疲劳，把精力集中在盘
查过路行人和过往车辆上，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月 28 日 19 时 35 分，

陈鸽和同事登上一辆由吉林
火车站开往龙潭区方向的无
轨电车进行检查。坐在车厢
前部的2名乘客慌忙从座位
上站起来。陈鸽仔细观察2
人的体貌特征，很像2名被
追捕的犯罪嫌疑人。陈鸽和
同事立即形成夹击之势，逼
近2名可疑人员。

犯罪嫌疑人胡某猛一转
身，惊慌失措地拉掉手榴弹
拉环。此时车上乘客较多，
如果手榴弹爆炸，后果将不
堪设想。千钧一发之际，陈
鸽张开双臂，纵身扑了过
去，高大的身躯立刻把嫌疑
人紧紧罩住。“嗤嗤”作响
的手榴弹，死死地夹在他和
嫌疑人之间。“轰隆”一声
巨响，陈鸽用自己的血肉之
躯挡住了横飞的弹片，40
余名乘客，除一人轻伤之
外，其余均安然无恙。

26 岁的陈鸽壮烈牺牲
了，他用鲜血践行了人民警
察的铮铮誓言。他牺牲后，
被追授为“全国公安战线一
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被
批准为“革命烈士”，并命
名为“黄继光式的英雄民
警”。

如今，陈鸽虽已牺牲
35 年，但他的精神早已融
进吉林公安的血液。陈鸽
生前所在的吉林市公安局
昌邑分局预审科现已改为
法制大队，35 年来，这个
英雄的集体继承了前辈的
崇高品德，在年度执法质
量考评中连年获得好评，
被荣记集体三等功一次，
荣获荣誉称号 16 次，50 余
人次立功受奖。

陈鸽：黄继光式的英雄民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