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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

前言

王光中，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普通而又不普通的老人。    说他平凡，是因为
他和许多党的领导干部一样，一生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一生在无声无息地奉献，一生在淡化和避免显
露自己；说他不平凡，是因为他是一位有着7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人，是一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70多年
的党的高级干部，是一位有着非凡人生经历的革命者。    说他普通，是因为当你和他接触，你会感到
，他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和善、那样的简朴，就像我们邻家的一位老人；说他不普通，是因为当你
走进他的心扉，当你翻开他那尘封着的人生史册，你会看到他又是那样的坚韧，那样的执著，为着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那样的舍生忘死，那样的不知疲倦。    今天，在党的90岁生
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在这位老人90寿辰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机会面对老人，有机会叩开老人
的心扉；真的有机会沿着老人一生曾经走过的路去寻访，有机会去翻开老人那尘封着的人生史册；真
的有幸去浏览这位“平凡、普通”老人的“不平凡、不普通”的人生画卷。    这是一个革命者历尽艰
难和辉煌的惊心动魄的人生画卷，这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寻求光明、走向富强的波澜壮阔的宏伟
画卷，这也是让我们每一个翻阅者为之感慨、为之激扬、为之振奋的红色画卷。    当我们俯首翻阅抑
或掩卷而思时，我们不能不对这位老人，不，我们不能不对那些像老人一样的无数革命者、建设者们
产生无限的敬仰之情。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一个共同的感受：正是有了像王光中这样千百万个共产党
员和无数党的干部以全部的生命和毕生的精力去奋进，去工作，才有了当年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
也才有了今天越来越富裕强盛的中国。    王光中是他们中的一员。纵观王光中的一生，他真的不愧为
一位把全部生命和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代表。    王光中生
于1921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年仅16岁的他便融入抗日的洪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经历
了敌后战场上与日伪顽开展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中，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在解放区，领导地方完成了支援前线，迎接新中国建立的光荣任务。    在新中国恢复建设的火红年
代，他在国家经济建设指挥中心——国家计委，为新中国机械工业的恢复和建设呕心沥血；从20世
纪60年代开始，在近5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献给了东北，特别是献给了辽宁老工
业基地的建设事业。    王光中，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年出生，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候投身
革命，在中国走向全面振兴和创造辉煌的今天，仍在辛勤地工作。为党、为人民是他的人生信条，这
个人生信条的字典里仅有两个字：“工作”。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他便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
而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直至今天，整整73载，从不停息。    王光中的一生，见证了中华民族从遭
受凌辱到奋起抗争，从艰难崛起到昂首挺胸，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历尽艰难到不断壮大，从领导国家
走向独立到实现伟大复兴，那一个个沧桑而又辉煌、光荣而又伟大的历程。    他的人生经历值得我们
回眸，他的人生财富值得我们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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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

内容概要

《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王光中传略》的写作是在王光中及其夫人肖瑞崇的直接关心、指导和中共
沈阳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写作过程中。亦得到王光中子女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为
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王光中传略》创作的前一阶段，作者先后到辽宁省人大、辽宁省档案馆、辽宁
省图书馆，中共江苏省徐州市委宣传部、党史办，中共江苏省丰县县委宣传部、党史办，中共江苏省
沛县县委宣传部、党史办，中共山东省单县党史办，山东省单县湖西革命烈士陵园管委会，中共山东
省济宁市委宣传部、党史办，中共河南省信阳市委宣传部、党史办，信阳市文联．王光中的家乡沛县
胡楼村委会等相关单位、部门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得到这些单位、部门领导和相关同志的热情接待
和帮助。作者在采访、资料收集乃至写作的过程中，特别得到了曾经和王光中一起工作过的林宗棠、
张成伦、何成波、方之昭、孙伟夫、李盈柱、范传尧、高忠茂、姜树春、刘文林、朱琦、郝力挥、孙
明、申志斌、邵炳南、杨双钊等领导和同志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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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光中，原名胡光耀。1921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沛县郭靛池村。1936年，中学时代，王光中就接受进
步思想，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1937年2月，王光中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12月，在沛县中学加
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王光中在苏鲁豫边区(又称湖西区)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担任过
人民抗日义勇队政训员，中共华山区区委书记、中共丰县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解放
战争期间，王光中曾参加接收济宁城市的工作，担任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王光中随刘邓大
军南下，到豫皖苏边区，参与项城、信阳城市的解放与管理，曾任中共周口地委委员兼项城县委书记
，中共信阳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初，王光中继续在信阳任地委
书记，领导和指挥信阳地区的恢复和建设。1953年，王光中调国家计委，先后担任机械工业处处长，
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局长，参与和领导国家机械工业战线的“一五”建设。1958年，王光中调至新组
建的东北经济协作区，任办公厅副主任。1960年，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王光中调任计委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触及，1968年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王光中被调到辽宁省革委会工
作，担任省革委会计划组副组长。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王光中先后担任重新组建的省计划委
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王光中担任省委常委、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1980年，王光中担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政府负责常务工作的副省长。1982年，王光中担任
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主持省政府工作。1985年，王光中当选为辽宁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8年，王光中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并被省委任命为省人
大党组书记。王光中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1994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
准，王光中正式离休。离休后，王光中担任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核心组成
员，继续为推动辽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考察调研，向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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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篇语一一、童年和学生时代在家乡沛县郭靛池村度过童年时代在沛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在
徐州中学参加抗日爱国救亡活动再回沛县中学读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参加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_抗击敌寇加入湖西地区抗日义勇队在丰县华山区做党的地方抗日工作经历终生难忘惨痛的湖西“
肃托”事件在湖西走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在丰鱼战斗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三、迎来解放和新中
国的建立解放战争初在济宁地区的战斗经历南下到项城信阳担负支前宣传重任四、新中国成立后的十
七年里在信阳领导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到国家计委从事经济计划工作在计委工作到“一五”工作的胜利
完成到东北经济协作区办公厅工作在东北局计委抓工业计划工作五、“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艰难岁月
“文化大革命”最初两年的混乱岁月走“五七”和恢复工作后的艰难历程在辽阳负责辽化工程的建设
工作在灾难和喜悦相继到来的日子里六、走进改革开放新时期拨乱反正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恢复
中积极落实“八字方针”解放思想中稳步推进经济发展改革背景下大力实施两个开放七、在辽宁省人
大工作的八年到新的岗位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抓根本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服务经济建设加强
立法和执法监督八、跨世纪的离休生活工作不止思考不停壮心不已心系辽宁考察调研建言献策世纪之
交感受亲情感怀历史九、伴着祖国富强的脚步他乡知音志同道合千里结姻缘怀念亲人牢记历史开启新
生活国家富强信心倍增工作谱新章享受时代放歌生活晚霞比朝晖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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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家乡沛县郭靛池村度过童年时代    王光中，1921年5月25日生于江苏省沛县王店乡郭靛池村。    王光
中出生的1921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年份，一面红旗在疾风暴雨中撑起，一支火炬在沉睡
的大地上点燃。这一年，中华大地上到处涌动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这一年，经历了辛亥革命和
五四运动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者酝酿并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真正
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一年的7月，领导中国革命并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
生。    王光中出生的江苏省沛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和毗邻的丰县都是有名的米粮仓。正如其名字：
水沛粮丰。千百年来，中原大地流传着“丰沛收，养九州”的美谚。意思是说，丰县沛县丰收了，打
下的粮食足可以供养九州的人口。    沛县亦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名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历时几百
年的封建王朝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出生在丰县，起事在沛县。沛县今属徐州市，徐州史称彭城。沛县
距徐州市区约50公里。沛县与丰县及徐州市构成的这一区域处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理位置
十分特殊。这里不仅是中华民族多个朝代衍生繁盛之地，更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远古的帝尧、夏禹到
近代的淮海战役，这里演绎着一部从未间断的、完整的中国史。    王光中出生的郭靛池村，当年是个
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落。据传，这村名来源于古时候的一个郭姓印染大户。这村子小，小到庄稼起
来的时候，很难被人察觉。加上离大路较远，这个小村庄往往很少被世上的兵荒马乱所波及，因而这
里的人们往往能过着自给自足的宁静生活。    这个小村子除了郭姓印染店外，世世代代的人家都是以
种地为生，王光中家也不例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光中家在村里是一个大户人家。说是大户，是
说其家人口兴旺而众多，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弟弟妹妹十多口人生活在一起。    王光中
家姓胡，其祖父、父亲、叔叔都是地道的庄稼人，都从事田间劳动，没有什么文化。祖母、母亲、婶
婶也都忙活着养猪、养鸡、纺线织布一类农家院的活计。王光中的祖父是个勤快人，年轻时，靠着家
里已有的二十几亩地，辛勤劳作，节俭持家，使家境逐渐殷实起来。到王光中的父辈长大从事劳动后
，家里劳力增加，生活更是日渐富裕。特别是王光中母亲结婚入门时，从富裕的娘家带来不少钱财嫁
妆，胡家又新购置了一些土地。到王光中懂事后，家里已有地80多亩。地多人手少，父辈们忙不过来
，便雇了一个长工，还有一户佃农做帮手。这长工和佃户都是比邻而居的本家亲戚。    王光中原本不
叫王光中。王光中这名字是他参加革命后因一次变故而改起的。这之前，王光中曾经有过两个名字。
最初的名字叫胡明珠，是他刚一出生时，家里给他起的乳名。王光中出生时，正是麦子灌浆的时候。
庄稼地里，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田洒满阳光，胡家的堂屋里，一个胖小子呱呱降生，这给一大家子人
带来了无限的喜悦。父亲的长子，爷爷的长孙，自然也是全家的掌上明珠。于是家里人给他取了个名
字：“胡明珠”。    在王光中的记忆中，小时候，他确实是全家的“掌上明珠”，即使是后来又有了
妹妹、弟弟，他也是全家最受疼爱的孩子。但是，这种疼爱并不是娇生惯养。王光中从小就很乖，很
懂事。全家寄希望于这个懂事的孩子，所以更注重对这个“掌上明珠”品格的培养和学业的教育。    
应该说王光中的童年没有体验过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痛苦，但是他却深深地受到父辈们勤奋劳作、
节俭生活好习惯、好家风的影响。所以，他很小就懂得节俭，懂得要努力做好每一件应该做好的事情
。    王光中5岁多的时候，家里决定送他去读书。祖父、父亲没有文化，但他们一心要让“明珠”成为
一个有文化的人。    读书，对于当时的农村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贫穷笼罩着的农村，广
大的农民没有能力送自己的孩子去读书。王光中家相对富裕，才有这个能力和可能实现送孩子读书的
愿望。    20世纪20年代中叶，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农村教育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因为沿袭
了两千多年的科举制的废除，曾经兴旺的私塾迅速萎缩，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民间兴办的新型学校。
这类新型学校不再教“四书五经”，而改教算术、自然、地理、国文、历史、体育、美术一类的新课
程。学校很新，但数量很少，大部分办在县城或较大的村镇，在一般的农村，方圆几十里也难有一所
这样的小学。    王光中还小，不能去太远的学堂读书。好在私塾教育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些为五六岁
小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还零星存在。王光中家所在的郭靛池村，村小，人少，没有私塾。但在距
郭靛池村仅3里路的胡楼村有一家私塾。5岁的王光中就被家里送到这里接受启蒙教育。    胡楼村比郭
靛池村大一些，私塾设在胡家祠堂。这是一个再简易不过的私塾了：一间老房子，一个老先生，几个
小孩子，几本《三字经》或《百家姓》。    但是，这个不起眼的乡间私塾却给了王光中一个新的名字
。    那是秋末一天的一大早，父母带着王光中来到胡家祠堂。正襟危坐的老先生拿着毛笔问孩子叫什
么名字，父亲说：“胡明珠”。听到这个名字，刚要落笔的老先生突然停住手中的笔，抬起眼看了看
满脸稚气但很文静的王光中。显然，老先生对“明珠”这个名字不以为然，看了一会儿，便慢条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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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读书要干啥？要有出息，要光宗耀祖，我看就叫胡光耀吧。”    父母虽没有文化，但对“光
宗耀祖”却心有灵犀。刘邦是沛县的骄傲，他起事打天下，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故事家喻户晓。谁不
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像刘邦那样“功成名就而衣锦还乡”呢？父母自然觉得老先生给孩子起的名好，
这也正是他们对孩子的期盼，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从此，王光中有了学名：胡光耀。    事实上，
王光中在胡楼私塾读书的时间很短，算是上正规小学的一个过渡，学的什么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
但是，老先生的严格管教，特别是老先生给起的那个名字，让他终生难忘。也为他日后形成刻苦读书
、不懈追求的习惯奠定了基础。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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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是在王光中及其夫人肖瑞崇的直接关心、指导和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在写作过程中，亦得到王光中子女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本书创作的前一阶段，作者先后到辽宁
省人大、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中共江苏省徐州市委宣传部、党史办，中共江苏省丰县县委
宣传部、党史办，中共江苏省沛县县委宣传部、党史办，中共山东省单县党史办，山东省单县湖西革
命烈士陵园管委会，中共山东省济宁市委宣传部、党史办，中共河南省信阳市委宣传部、党史办，信
阳市文联，王光中的家乡沛县胡楼村委会等相关单位、部门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得到这些单位、部
门领导和相关同志的热情接待和帮助。作者在采访、资料收集乃至写作的过程中，特别得到了曾经和
王光中一起工作过的林宗棠、张成伦、何成波、方之昭、孙伟夫、李盈柱、范传尧、高忠茂、姜树春
、刘文林、宋琦、郝力挥、孙明、申志斌、邵炳南、杨双钊等领导和同志的帮助和支持。    对所有对
此书的创作和出版给予关心、支持、帮助的有关单位、部门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一并致以诚挚的
谢意！    作者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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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永诗、李静所著的《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王光中传略》记录了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和建设者——王光中的一生，通过对这位和共产党童年诞生的老人的人生的回顾，从一个侧面展现了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历程。这是一部客观的、可资历史回首和人生体味的读本；这又是一部可给予
未来以借鉴与启迪的爱国主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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