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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杨桂花出生于山西
省沁源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庄，1岁
就没了母亲，她和哥哥在父亲的
拉扯下艰难度日。

“我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杀
害中国老百姓的见证者，也是幸
存者！”提起苦难的童年，杨桂花
至今仍历历在目。

“10 岁那年，一个寒冷的冬
日，日本鬼子来村里扫荡。他们
把 200多位乡亲一起赶到村外城
隍庙内，反复盘问抗日游击队的
去向。大家都不肯说，鬼子就用
刺刀挨个捅，再用浇上汽油的柴
火放火……大多数乡亲都因此惨

死。最后，是受伤的哥哥拼命把
我从死人堆里拉出来，我俩侥幸
逃离捡回性命。”说起这段惨痛的
经历，杨桂花说，“日本鬼子杀了
我的父亲，毁了我的家，我心里满
满当当全是恨。”

1945 年 5 月，年仅 14 岁的她
参加了八路军，成为野战部队医
院的一名看护兵，先后参加过上
党战役、吕梁战役、晋南战役、解
放洛阳战役和豫西剿匪战役等。

身为看护兵，她的职责是救
护伤病员，给伤员喂饭、擦洗、包
扎，啥活都干。纷飞的战火中，她
也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与伤痛。“有

一次，我负责照顾一位重伤员，他
在床上躺着不能动，我把饭送到
他跟前，他却摆着手连声低语‘不
吃，不吃，我家，我家……’，话还
没说完，这个年轻的战士就闭上
眼睛走了。”

看着跟自己一样年轻的战友
离去，难道没有一丝害怕和恐惧
吗？杨桂花语气坚定地说：“不
怕，打仗咋能怕！如果害怕就啥
也干不成，身为军人，在战场上能
做的就是咬紧牙关，坚持到底。”

杨桂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入伍后，她立过功、受过
奖，却从没有退缩过。

郑州两家单位招聘
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
市人社局获悉，郑州市妇联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4名，郑
州市殡葬事务服务中心拟面向社会从
就业困难人员中公开招聘15名公益性
岗位工作人员。

市妇联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
的工作职责为：协助做好各类公益项
目的组织实施；协助部室各类会议及
活动的沟通、协调、筹备、组织开展；群
众来电、登记、办理、督办，针对来电问
题进行分类处理；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等工作。

市殡葬事务服务中心招聘的15名
殡仪服务工将主要从事遗体接运、火
化、引导丧事承办人办理治丧事宜等
辅助性工作。

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是指有劳动能力
和就业意愿，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
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
就业的登记失业人员。主要包括：城
镇零就业家庭成员；.距法定退休年龄
10年以内的登记失业人员；登记失业
半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员；正在享受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当年
经县级以上总工会认定的城镇特困职
工家庭、残疾人家庭、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等；家庭中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
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
毕业生）、在校期间曾享受助学贷款的
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
业困难的被征地农民；失业的残疾人、
城镇复员转业军人、县级以上劳动模
范、军烈属和需要抚养未成年人的单
亲家庭成员等。

本次招聘采取现场报名方式。市
妇联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 7月 11日，
报名地点为市妇联组织部（市委北院3
号楼 5楼 541房间），联系电话：0371-
89896013、89896015。市殡葬事务服
务中心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7月25日
（周六、周日除外），报名地点为郑州市
二七区侯寨乡三李村原郑州市殡仪馆
办公楼一楼 118 室，联系电话：0371-
68980612。

周五上午万达坊一楼中厅
有大学生专场招聘会
提供岗位10900余个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获
悉，7月 11日 10时至 13时，金水区人
社局、金水区文化路街道办事处联合
河南 123 人才网将在花园路万达坊
一楼中厅（5 号门入场）举办 2025 郑
州市“郑好有你”大学生专场招聘会
活动。

此次招聘对象主要为应往届高校
毕业生、高层次人才、离校未就业青
年、转岗求职青年、社区待业青年、技
能型青年人才等急需就业群体。重点
参会企业涉及计算机、环保科技、教育
培训、智能数字化、旅游、传媒、金融、
法律、酒店餐饮、汽车、物流、医疗、美
容、建材、食品等多个行业。招聘岗位
涵盖大部分专业类别，集中在管培生、
新媒体、电子商务、技术、行政、设计、
会计、计算机、工程师、运营主管、主
播、律师、客服、实习生等，提供岗位
10900余个。

杨桂花深入学校课堂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 受访者供图

94岁抗战老兵杨桂花：

党龄77年！
铭记烽火岁月 传承红色基因

“现在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战场上无数英雄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没有过去千千万万英烈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的
今天！”这是郑州抗战老兵杨桂花在讲述自己经历时经常说的一句话。

杨桂花今年94岁，是一位抗战老兵，也是一位拥有77年党龄的老党员。
杨桂花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一份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支撑她在烽火岁月里出生入

死、在和平年代中坚持奉献。

1948 年，已是“老兵”的杨桂
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隔 80年，杨桂花回想起来
抗战胜利的那一幕，仍然难掩激
动。她说：“当胜利的消息传来，
我们大家全都忍不住欢呼，唱
啊，跳啊，笑啊。我一边高兴，一
边又禁不住难过，如果我的爸妈
还在，如果我牺牲的战友们都还
在，该多好啊！”

新中国成立后，杨桂花转业到
河南省人民医院，继续工作在救死
扶伤一线。因为工作出色，她被保
送到广州华南医学院上学。

1957 年，杨桂花被分配到郑
州市防疫站工作，开始了全新领
域的“战斗”。她在郑州防疫站
组建了病毒检验室。1964年，郑
州流感大流行，她又带队成功分
离出流感病毒，阻击病毒传播。

1975年，驻马店地区发生特大水
灾，她第一时间带领 300 多名医
护人员前往一线救灾。1976 年
唐山大地震，身为郑州市医疗队
队长的她带领 160多名医护人员
又一次奔赴灾区，在一波又一波
的余震中救灾。1982年，郑州市
某地发生疫情，又是她带人赶到
一线，第一时间扑灭疫情，做到
阻传播、零伤亡……

离休后，杨桂花也没有忘记
自己是一名党员，时刻希望能为
社会尽一份力。84岁时，她加入
郑州志愿服务联合会，注册成为
志愿者；她发挥余热，热心参与少
年儿童的教育工作，深入学校课
堂给孩子们讲党史、讲革命故事；
她扶危济困，给乡村中学送去电
脑；给贫困学生捐款；捐钱帮高校
建立校医室……当群众赞她心有

大爱时，她却说：“我只是做了一
点自己应该做的小事而已，和那
些在战争年代献出年轻生命的烈
士相比，不值一提！”

“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
托党的福！”这是杨桂花挂在嘴边的
口头禅，她也把这份“红色”的信念
和家风传给了儿孙。在她的影响
下，家中11口人，7人是党员。

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儿童都能

记住历史，年过耄耋之年的杨桂花不
辞辛苦，一次又一次进学校、进社区，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孩子们讲述

“思政课”，她的一次直播观看人数
都超过百万。大家笑说90岁杨桂花

“红”了，她却认真地回答：“这是留在
血液里的红色基因，是中国红！希
望我们的祖国红红火火，希望我们
每个中国人都活得红红火火！”
本报记者 王红

纷飞战火中，救护伤病员从不退缩

和平年代里，奋斗在救死扶伤一线

离休后发挥余热，传承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