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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森：
战地记者以笔为枪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48年 9月，王光森在衡阳平智学校上
高三，那时湖南还没有解放。他们学校一位
来自湖南大学的老师是一名地下党员，经常
在课堂上下传播进步思想，发展吸收进步青
年，还成立了一个蓓蕾社团，在校内进行反
饥饿、反内战的宣传活动，王光森担任社长。

活动需要更多经费，王光森回家要钱，

但一回老家，家里人就不让走了。
他的家境比较富裕，而且是独生子，父

母只想让他好好上学，继承家业。不过，在
老家有个姓文的大哥是地下党员，受党指派
组织一个地下武装，叫“湘中人民解放军五
支二团”，他担任政委，他知道王光森的情
况，让他来做联络员。

虽然被留在了老家，王光森依然在进行
着革命活动，有些集会都是在他家里秘密地
进行。当时，当地有个地方反动武装，为首
的叫做康庆耕，是土匪出身，被国民党收
编。但是他有个儿子比较进步，按照文大哥
的安排，王光森采取办法与其儿子接近，给

他灌输革命思想，又通过他成功地策反了他
的父亲。

衡山县城解放的时候，国民党的守军
逃跑，康庆耕的队伍主动向解放军投诚。
虽然王光森没有上战场，但已经打赢了一
场战斗。

1949年 10 月份，王光森想继续上学，
正好当时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在招生，
他报考被录取。毕业之后分配工作，由于
他能写会画，被分到了四野文工团，担任创
作组组长。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部队接到命令开赴前
线，他也随部队前往。在前线的硝烟和战火
中，他成为了战地记者，并奉命创办了一份《建
设报》，作为传达上级精神、传递战场信息的有
力武器，在采编中，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王光森，89岁，湖南衡山县，1948年9月加入革命，经历了解放战争，参
与了抗美援朝。后调任部队院校，为我军的计算机科研事业立下赫赫功劳。

读高三时担任进步社团负责人

不费一枪一弹 成功策反反动武装

硝烟中以笔为枪 创办战地报纸

向功勋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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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战争洗礼 对郑州有很深感情

战争结束以后，他被调到中南技术局，从事计算机科
研。后来又来到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任编程序的老
师，职称是副教授。1986年离休。

王光森感慨：虽然自己没有参加过解放郑州的战役，
但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洗礼，后来又长期在郑州工作，对
这座城市有很深厚的感情，我愿意为这座城市继续发挥
余热。 郑报融媒记者 张翼飞/文 周甬/图

郑州战役前线指挥所旧址（郑州市南十八里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