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这是是淮淮海海战战役役的的，，这这是是华华

北北解解放放的的，，这这是是渡渡江江战战役役的的，，这这

是是修修康康藏藏公公路路的的…………””77月月2299日日，，

在在太太白白湖湖新新区区石石桥桥镇镇，，9922岁岁的的老老

兵兵郭郭同同玉玉将将一一枚枚枚枚勋勋章章拿拿了了出出

来来，，斑斑驳驳的的锈锈迹迹见见证证了了那那段段金金戈戈

铁铁马马的的烽烽火火岁岁月月。。11994455年年入入伍伍，，

郭郭同同玉玉历历经经淮淮海海战战役役、、渡渡江江战战

役役、、解解放放大大西西南南等等，，参参加加大大小小战战

斗斗百百余余次次，，后后又又参参与与和和平平解解放放西西

藏藏及及康康藏藏公公路路建建设设，，在在西西藏藏与与四四

川川度度过过了了44年年难难忘忘时时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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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老兵郭同玉：

15岁参军入伍，
9枚勋章见证军旅生涯

找记者 上壹点

T08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邓超 康岩

9枚勋章见证历史
军人使命烙印于心

29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太白

湖新区石桥镇，郭同玉在家里，记者看到大大

小小9枚勋章，有的已经斑驳，有的泛出了绿

色的锈迹，但老人把每一枚勋章都视为无价

珍宝。同勋章一起被珍藏的，还有一个复员证

明书。上面写着：郭同玉同志，于1945年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在十八军五四师一六0团
一营三连任排长......

“这些都是我的生命。”郭同玉老人用

颤抖的手从兜里拿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

军人证明书，激动地说。“老人极少跟我们

谈论参军时的故事，基本不会给我们看他珍

藏的荣誉，那本复员军人证明书在他身上携

带了63年，除了睡觉，从未离开过身体。”郭

同玉老人的女婿杜尚宝介绍，老人视这些荣

誉如自己的生命，作为一名老兵，他早已把

中国军人的神圣天职与使命深深烙印在脑

海里。

如今，郭同玉老人除了一只眼睛患有青

光眼、听觉下降之外，身板硬朗，气色红润，思

维敏捷。与人谈论起曾经的那段烽火岁月仿

佛发生在昨日。面对采访，从第一次参加战

斗，到之后的孟良崮战役。乃至最后的渡江战

役，其中的点点滴滴，郭同玉老人记忆犹新，

滔滔不绝。

硝烟中救死扶伤
火线入党加入卫生队

1945年，年仅14岁的郭同玉加入儿童

团，为抗日战士站岗放哨。伴随着抗日战争

的胜利，解放战争打响了。同年12月28日，郭

同玉从一名儿童团团员成为一名合格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入伍不久，郭同玉便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年龄尚小，15岁的他

成了一名卫生员，入伍时间不长，便奔赴前

线救治伤员。

“从兖州、到曲阜，再到临沂，我们与国民

党军队周旋、对峙。由于我当时在部队里年龄

最小，战友们为了照顾我，让我留在卫生队救

治伤员。”郭同玉说，虽然不是在战场上和敌

人正面交锋，但那时的敌后战场同样硝烟弥

漫，肩上的担子一样沉重。

虽然老人年事已高，对于自己参加过的

每场战役仍然历历在目，战争的残酷和惨

烈，给当时只有15岁的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

记忆。他说：“不少伤员被抬下战场时，肢体

已经残缺不全。有的战士，胳膊、腿都没了。

重伤员抬回来，有的意识不清了，嘴里还念

叨着上前线。轻伤员则是包扎完就说得赶快

返回连队，继续战斗。”在卫生队的郭同玉除

了帮助护士包扎伤员外，另外一项工作就是

夜晚在帐篷内看守伤员，受伤的战友一旦有

紧急情况，他总能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实施

救治。

渡江战役最艰难
转战四方解放全国

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队24个整编师、
60个旅约45万人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

攻。郭同玉随部队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在临

沂时，有位排长在奔赴前线前塞给了我一包

烟，并告诉我他这一去有可能再也回不来

了。”郭同玉老人回忆，那位排长第二天被战

友用担架抬了回来，下半身已经被炮火炸得

血肉模糊，光荣牺牲。小小年纪就在一线战场

亲历了战争的残酷，让郭同玉的心情十分沉

痛，惨烈的战争场面让他对和平生活充满了

无限向往。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郭同玉随大部队转

战泰安、宁阳、济宁、曹县等地，并于1948年参

加了淮海战役。
1949年，郭同玉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在

炮兵和工兵的配合下发起渡江战疫。当时，

国民党部队在长江沿线部署重兵，阻碍解放

军渡江。渡江命令下达后，满眼望去，江面上

到处都是解放军的船，国民党的炮弹和子弹

满天飞，落到水里炸起的浪头有十几米高。

“渡江战役最艰苦了，炮弹落在船周围，炸响

后激起的水柱比桅杆都高。”郭同玉老人说，

胜利渡过长江后，他随部队先后转战至浙

江、江西、云南、贵州等省份，最终在四川落

了脚。

参与和平解放西藏
4千米高原上筑起天路

从山东到江苏、再到祖国的大西南，郭同

玉马不停蹄地跟着部队四处转战，一直在后

方救治伤员的他从未受伤。新中国成立后，郭

同玉随部队从四川进入西藏，见证并参与了

西藏的和平解放。

在当时，西藏是全国唯一一个不通公路

的地区。郭同玉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

将士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与雅安人民并

肩战斗，在荒原上用最原始的工具，打通许多

座高山，将公路修到了西藏，完成了康藏公路

这一世界公路史上的壮举。“在海拔三四千米

的高原上伐木、铺石，常常是中午还穿着单

衣、下午四五点就要裹上棉衣，还要时刻提防

高原反应。”修建康藏公路期间，郭同玉担任

排长，他带领三个班的战士在高原上施工筑

路，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让他退缩，在高原

上一呆就是4年，为自己的军旅生涯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1957年，郭同玉的母亲独立抚养6个孩

子，生活非常困难，再加上家里发了大水，急

需他回乡照顾母亲和兄妹，为了挑起家里的

重担，郭同玉选择结束12年的军旅生涯。1964

年起，郭同玉担任石桥镇朱庄村第一任村党

支部书记，带领着乡亲们勤劳致富，一干就是

11年。

对于如今的生活，郭同玉老人感叹来之

不易，现在他还经常看一些革命题材的书籍。

目前，郭同玉老人和大女婿一起生活，回忆起

70多年前的一幕幕，老人觉得就像是昨天发

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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