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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部队继承了党和人民军队一贯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

这一传统，意识到报刊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从志愿军总部到各军、师、团都先后创

办了自己的机关报以及大量的连营小报。通过这些报刊，及时贯彻领导的意图，反

映部队情况，交流作战经验，表扬英雄事迹，增强了志愿军的战斗力。 

 

  志愿军报刊创办初期，由于部队刚入朝，战斗频繁，流动性大，全军还没有统

一的报纸。前期主要有《立功报》、《前进报》、《战士报》、《战斗报》、《国

际战士》、《红旗》、《战斗》、《战号》、《前卫》等 30 多种报刊先后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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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军党委直接领导，读者对象主要是中级以上干部。此外，在团一级以下、特种

兵部队、后勤机关中，也先后出版了许多油印小报、快报，数量大约有 50 多种，

主要读者对象为团以下干部、战士。这个时期的志愿军报刊，在宣扬部队的爱国主

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鼓舞干部战士的战斗意志方面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

用。 

 

  从 1951 年初第四阶段战役开始后，志愿军报刊的发展进入了繁荣阶段。首要

标志是创办了全军性的《志愿军》报。其次是出版了大量的军、师、团级报刊。各

级报纸都有明确分工，军级报纸主要对象是连排干部，团级报纸主要读者是战士。

其中影响较大，或较有特点的报纸有《前线后勤》、《战勤生活》、《子弟兵》、

《人民英雄》、《人民军队》、《卫国前线》、《战场》、《猛进报》、《猛进电

讯》、《拂晓报》、《武装报》、《火线报》、《战地报》、《前锋报》、《前线

报》、《铁拳报》、《前进报》、《勇士报》、《胜利报》、《尖兵报》、《火星

报》、《战斗队报》、《战旗报》、《援朝前卫》、《战勤》、《志愿军炮兵》、

《战号》等 20 多种。刊物有:《志愿军政治工作》、《工作往来》、《政治工作通

讯》、《工作通讯》、《铁道战线》、《抗美前线》、《西海战士》、《战士生活》

及志愿军新华分社的《新华电讯》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份由朝鲜政府主办、

金日成同志题写报头的《战友》报，很受志愿军部队干部战士的欢迎。以上这些志

愿军报刊，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基本上都有收藏。 

 
作为全军性的《志愿军》报，真正创刊时间是 1951 年 1 月 15 日，其报头系彭德怀题写。志

愿军党委在《关于出版〈志愿军〉报刊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该报的基本任务是“统一全军

思想和意志，贯彻志愿军党委及志司政的领导意图，交流与总结各部队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

验，表扬英雄模范，鼓舞战斗热情，揭发缺点，改进工作，并反映广大战士群众的意见和要

求”。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在给报纸的题词中，也要求报纸“提高我们部队现代战术，业务和

思想水平，把工作做得更好，仗打得更好，消灭更多的敌人，为实现朝鲜与世界和平而奋斗

到底”。《志愿军》报的内容除了社论、国内消息外，还经常刊登短小的通讯和各种参考资料。

从 1952 年 5 月起，在报头一角还增设了“光荣的志愿军”新闻照片专栏，使版面更加美观、

活跃。每期页数连续计算，在每期版面下角有总页数为排列顺序，便于装订成合订本收存。

志愿军中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的宣传都出自该报，如《英雄杨根思永垂不朽》、《爱民模

范罗盛教》、《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祖国的好儿子黄继光》等数十篇通讯。这些英雄人物最

早都是由《志愿军》报报道，然后国内报刊转载，再传遍千家万户，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学

习的榜样，在全军中宣扬了高度的革命的英雄主义。 



 
  《志愿军》报初创时期，编辑部和印刷厂还不在一起，每期稿件编完后，要派专人冒着

敌人的炮火奔回国内印刷。可以说，那时每出一期报纸，都要经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后来

印刷厂从国内迁移过来与编辑部一起行动，这样大大地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也加强了报纸

的时效性。当时《志愿军》报的印刷厂就设在一座山洞里，没有电灯，排字工人把蜡烛插在

手盘上，摸索着捡字；所有的人都参加手摇印刷机劳动，每天工作量常常要达到十几小时。

由于山洞潮湿，胶发霉了，纸张发潮了，印刷机带墨的胶杆不粘墨，但是印刷工人想方设法

克服困难，保证报纸的按时出版。为了把报纸送到战士们的手中，军邮人员和交通人员常常

夜以继日的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穿行往来在火线阵地。当时，《志愿军》

报社编辑人员的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编辑部设在一个宽仅 1 米，长 200 多米的半截子山

洞里。洞子既暗又潮湿，大白天也得点蜡烛。白天，大家就坐在洞口，用一块木板平放在膝

盖上当办公桌，编辑稿件。敌机一来，就收起稿子，夹着木板往洞子钻。晚上，编辑们就睡

在又黑又潮的洞子里，其艰苦办报的程度可想而知。 
 
  志愿军报刊发扬光大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具有人民军队报刊的基本特点，坚持贯彻

了“全党办报”、“全军办报”的方针。志愿军报刊除了宣传贯彻党中央抗美援朝的战略方针政

策外，还具备了各个历史时期军队报刊中独具一格的特色，主要是: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和

国际主义色彩。它在鼓舞指战员坚定保卫祖国的同时，不断地扩大干部战士的视野，把指战

员的爱国主义，逐步提高到积极捍卫世界和平的思想高度，使他们成为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

斗的国际主义战士。其次是注重报刊的时效性和宣传效果，提出了“及时再及时”的口号。三

是针对部队分散、战斗频繁、交通运输困难的情况，志愿军党委特别指示各级司政机关，加

强报刊的发行和传递工作，充分发挥志愿军报刊在战争中的宣传教育和鼓舞革命斗志的作

用。可以说，志愿军报刊极大地丰富了我党新闻报刊的历史，为军队报刊的发展作出了重大

的贡献，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将近 60 年，这场正义战争也载入了世界战争史册。几十年来，

有关反映这场战争的影视、戏剧、文学作品、通讯报道不计其数，唯有反映这场战争中志愿

军新闻报刊的史料少之又少。专门研究志愿军新闻报刊史的专著更是一项空白，不能不说是

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笔者希望不久会有一本专门研究志愿军新闻报刊史的著作面世，既是研

究中国新闻报刊史的需要，也是对志愿军新闻报刊工作者用心血甚至献出生命的一种敬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