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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时隔多年，山东省临沂市罗庄
区沂堂镇冷水沟村的王家伟依旧会记
得那个寒冷而明媚早晨。

即将脱下军装，转业待安置的王家
伟没想到，在喜庆的鞭炮声中，远道而
来的战友带着部队定制的“功臣之家”
光荣牌，和区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
领导一同将立功喜报送到家中。

同行的，还有王家伟许久未见的
“兵妈妈”朱呈镕。她拎着亲手包的饺
子，高兴得合不拢嘴，一进屋，就迫不及
待把三等功荣誉章戴在“兵儿子”胸前。

新春将至，官兵的立功喜报陆续寄
回到家乡。一些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
局在工作计划里，将为立功官兵家庭送
喜报列为专项工作。

随着地方机构改革落地，县级退
役军人事务局陆续挂牌成立，喜报寄
送实现统一归口管理，带来的显著变
化是，喜报“回家”的速度更快了，氛围
更浓了。

走上直达快车道

以前，从接到立功喜报，到把喜报
送上家门，可能只有几百公里甚至几十
公里的距离，但家人等待的时日，常以
月计。

原因何在？以网络购物为例，每个
点可追溯、可查询，有送货人、送达时限
和接收时间等关键信息，可跟踪反馈整
个流程。

而《军队奖励和表彰管理规定》只
明确了部队将喜报寄回相关部门，却没
有规定由谁来送到家，导致承办责任不
明。某地人武部领导直言：“由于职责
不清，而且这项工作既不问责也不加
分，所以送不送、何时送、如何送，缺乏
硬性要求。”

于是，全国各地送法不一。有的区
县是人武部送、有的是民政局送，有一些
是乡镇送，还有的作战部队直接派人送。

2017年，广西开始明确送喜报人
员，对获得军队一、二、三等功奖励的现
役军人，分别由广西军区政治工作局、
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领导会同地方
同级民政部门登门送喜报。

随后2018年，河北开始限定送喜报
时限，规定县级民政部门应在收到现役
军人立功受奖喜报和通知书后2个工作
日内登记建档，5个工作日内通知立功
受奖军人家属，10个工作日内将立功受
奖喜报和通知书送达现役军人家庭，并
在 15个工作日内将送喜报情况连同立
功受奖和通知书回执寄送给现役军人
所在部队。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送喜报的
责任主体不一，一般也没有明确流程，
对于形式没有具体要求，所以各地做法
和效果也不尽相同。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成立后，各
地相继出台规章制度，明确由县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负责送喜报工作，解决了
长期以来责任不清问题。有的地区对
送喜报的程序、形式、时限、有关部门的
职责、奖励标准和经费来源等作出明文
规定，在制度的保障下，立功喜报走上
回家的快车道。

2019年 7月 1日，陕西执行《关于
做好为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庆送喜
报工作的通知》，规定区分奖励等次分
别由省、市、县三级军地领导联合送喜
报上门，县级及以上党委、政府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送喜报工作，具体由县
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统筹做好年度送
喜报工作，与县级人武部建立工作联
动机制，并将这项工作纳入双拥模范
城(县)考评项目、纳入党委第一书记述
职评议范围，以推动送喜报工作常态
落实。

2019年 10月，江西下发通知，进一
步明确送达时间，即收到喜报后 10个
工作日内，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筹备
送喜报时间、地点及形式，并将相关信
息通知到基层乡（镇、街道）人民武装
部、退役军人服务站及立功受奖军人
家庭。

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加快的送喜报
速度，有的甚至仅用时2天。2019年10
月 9日，江西省靖安县接到陆军步兵学
院王学武荣立三等功的立功喜报，第二
天，他们就会同退役军人事务局敲锣打
鼓将喜报送上家门。

离家门还有多远？

如果将喜报寄送分为寄、送、收3个
环节，那么喜报能否及时送达，取决于
这3个环节的整体时效。某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曾做过统计，约 70%的喜报能在
2周内送达，其余 30%未送达或延迟送
达。原因何在？

当询问战友，有没有收到自己的立
功喜报时，他回答：“怕弄丢，所以选择
自己带回家。”

这位战友在北方某海岛服役，冬天
气温最低达到-20℃，夏天海上风大浪
急，有时半个月也没有船上岛。一般情
况下，部队在 12月份评选出立功受奖
人员，很难第一时间将立功喜报寄出，
很多时候，海岛官兵的立功喜报可能要
等到来年 2月份才陆陆续续回到原
籍。与之类似的还有边防部队，由于路
途遥远，喜报邮寄时间漫长，丢失风险
也增加。

对此，有人提议，可以考虑与信誉
较高的快递公司合作，提高运输时效。
也有人设想，是否可以像高考录取通知
书走“绿色通道”一样，为立功喜报开通
特快专递？

距离，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缩
短，也会拉长。一位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的同志介绍，在送喜报的过程中，他们
有时会遇到找不到接收人的情况，就只
好让村干部代领。原因是城镇化背景
下，农村外出务工的家庭数量不断增
加，但有些农民不愿将农业户口迁出，
导致人户分离现象普遍。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在外务工
的家属，听说政府要来送喜报，会尽量
从四面八方赶回来。战士向东原籍在
重庆市云阳县养鹿乡小寨村，父母常年
在广州经商，得知县里要给家里送“优
秀士兵”喜报，夫妻俩提前关店，不远千
里赶回家。父亲向权说：“家里不缺吃、
不缺穿，就缺光荣名分。儿子这喜报，
是我赚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考虑到今后人户异地的情况将越
来越常见，有人提议由官兵自行填写
寄送地址，由实际居住地相关部门送
达。有人对此提出疑议，一般送喜报
时，当地政府领导也会受邀参加，有的
兵员大县一年有几十名官兵荣立三等
功，地方领导平时需要处理的工作很
多，如果再增加工作量，那么领导的时
间将难以协调。

因此，对于同一时段喜报数量较
多、现役军人家庭在同一县（市、区）的，
江西规定，可集中举行送喜报仪式，并
明确了仪式议程，即奏唱国歌；宣读立
功受奖通知书及喜报；颁发喜报及赠送
奖金；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代表表
态；有关领导致贺词。

喜报进家门，更要进心坎。有一
次，某县人武部部长结合下乡检查工
作，顺带给一位军属送去喜报，却发现
家人不是很高兴，后来他了解到，原来
家里人是觉得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喜报如何既有形又有心？各地不
断探索，形式各异。2019年 12月 13

日，伴着锣鼓鞭炮声，陕西省凤翔县人
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军地领导来
到立功军人王红亮家中，隆重举行送
喜报仪式，他们郑重宣读立功受奖通
令，讲述立功故事，引来村民围观。人
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为军属披
绶带、戴红花，左邻右舍纷纷祝贺，连
连竖起大拇指。

希望再热闹些

每年送喜报时节，总有一些镜头让
人感动：有的领导高高举起横幅，走在
挂满勋章的功臣身后，有的领导带队敲
锣打鼓，走在队伍最前头……

3年前，河北省某县人武部开始组
织送喜报行动。人武部购置鞭炮和生
活物资等慰问品，带着奖励金，把宣传
车装饰得红红火火，在车头贴着“为家
乡功臣送喜报”的大海报，一行人一路
敲锣打鼓，喜气洋洋。

下车后，来到军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燃放鞭炮。有的老同志说，记得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谁家的子女在部队立
了功、受了奖，城市街道办事处、乡政
府、村委会都要组织人员敲锣打鼓，把
喜报送到立功受奖官兵家里，“现在，好
的传统又回来了。”

送喜报队伍多的时候有 60多人。
其中，有主动请缨的企业家，他们派人
出车，带领公司部分高层和中层干部全
程参与送喜报活动，为每户功臣家庭赠
送奖励金。有的领导主动登上宣传车
货厢，在颠簸的车厢里，为家乡功臣擂
鼓击钹，他们说：“虽然我们敲得不专
业，但我们表达了真情实感。”队伍里，
还有一些社会拥军组织、退伍老兵和志
愿者，大家轮番上阵，击鼓敲锣，只希望
热闹些，再热闹些。

一趟走下来，人武部政委内心百感
交集。笑逐颜开的军人亲属，父老乡亲
羡慕的眼神，群众的喝彩和掌声……使
他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多。看到社会
拥军的热情，他又信心满满，送喜报活
动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人民群众爱国爱
军的天然情感凝聚起来，汇聚成巩固强
大国防的磅礴力量。

让喜报送得热闹、送得高调，成为
近年来拥军优属常见的暖心画面。不
仅军属心里暖和，立功受奖的现役军
人也感受到别样的尊崇。2019年 12月
23日，休假在家的空军某部指导员杨
文成被邻里街坊围着拍照。当天，重
庆市梁平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工作人员来到明达镇福来村，为杨
文成戴上绶带，杨文成说：“没想到现
在送喜报这么大阵仗。在部队立功，
在家乡露了脸，以后一定再接再厉，在
部队好好干。”

“军人用血汗浇铸的荣誉，没有切
身体会的人，是掂量不出其分量的。”一
位人武部领导介绍，深入开展“喜报进
家门”活动，是真正把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落到实处的暖心举措。

通过送喜报活动，许多人武部、民
政局、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同志、拥军
社会团体与退伍老兵和现役军人家庭
建立了联系，有的还加了微信成为好
友。他们说，希望在军人家庭有需要的
时候，能够尽己所能出一份力。

这是最好的征兵宣传

看到喜报热热闹闹送到家的视频，
网友的评论不禁让人鼻子一酸：“谁懂
荣誉背后的艰辛？”

曾经，有《一份事迹“空白”的立功
证书》的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主人

公刘启泉是参加过“两弹结合”试验
的“阵地七勇士”之一。1966年，中国
导弹核弹结合试验成功，但那些参与
试验的英雄，直到 40年后，才被世人
知晓。

当时，在距离发射工位 160米的地
下控制室，有 7名官兵冒着生命危险进
行指挥操作，如果试验失败，他们将牺
牲在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地下室，或许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喜报一张纸，分量重千金。如何释
放它的能量，发挥它的价值，赋予它更
多功能？

立功受奖官兵被聘为“征兵宣传形
象大使”，已成为各地开展征兵宣传的
有效经验。

2016年，南部战区某旅战士刘旺不
顾个人安危，在一场车祸中勇救受伤群
众，被所在部队荣记二等功。喜报寄到
家乡，湖南郴州军分区顺势聘请刘旺担
任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代言人。他们
一边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回家，一边顺
势开展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活动，刘旺
深入街道发放征兵宣传手册，在学校给
学生讲述见义勇为的故事，受到青少年
热捧。

刘旺所在部队政治部也下发通
知，将他救人事迹的图文制作成展板展
出，放置在宿舍楼前，号召部队官兵向
他学习。

后来，郴州军分区发函到部队，商
请协助郴州电视台等媒体前往拍摄人
物先进事迹和训练生活情况，并制作成
征兵形象代言人宣传片，在各地媒体播
放。一时间，网上网下产生强烈反响，
英雄事迹传为佳话，社会对军人的关注
度逐步提高。

2019年 3月，河南省临颍县人武部
将8名立功受奖官兵聘为“征兵宣传形
象大使”，组织他们轮流前往学校、社
区、乡镇举办讲座，讲述在部队的历练
和成长。人武部领导表示，立功受奖
官兵和适龄青年面对面沟通、交流、互
动，有效激发了适龄青年报名应征的
热情，实现了“典型引领，带动一片”的
效果。

在送喜报的过程中，有的地区将立
功喜报和征兵宣传一起送上门。山东
省高青县在送喜报的同时，还悬挂征兵
宣传标语，现场接受征兵咨询。看到现
场群众纷纷跑来拿征兵宣传册，县人武
部领导深有感触地说：“喜报送好了，就
是最好的征兵宣传。”

荣誉高于生命荣誉高于生命，，尊崇就要表达尊崇就要表达
——对各地立功受奖喜报送达工作的新闻调查对各地立功受奖喜报送达工作的新闻调查

■徐晶晶

军功章是军人最珍贵的勋章，是军人负重前行、保家卫国的奉献与见证。送喜
报，宣扬立功事迹，是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务实举措。

新春将至，各地送达立功受奖喜报工作陆续展开。一张小小的立功喜报，凝聚着
官兵辛勤的付出，承载着官兵视之高于生命的军人荣誉，是增强军人荣誉感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式，不仅温暖官兵和军属的心，还能汇聚起全社会学习先进、支持国防和
尊崇军人的强军能量。

如何把喜报送得热热闹闹，让每一封立功喜报顺利送到家人手中，让每一次立功
受奖得到家乡人民见证，让军人军属感受到应有的尊崇和荣光？本期视点，让我们一
同关注喜报的回家之旅。

图①：2019年 12月 23日，空军某部、重庆市梁平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工作人员来到明达镇福来村，为在部队表现优异、荣立三等功的杨文成家
送去喜报，当地镇村干部、左邻右舍共同见证这光荣时刻，纷纷为杨文成点赞。

万成胜摄
图②：2019年 12月 23日，山东省成武县九女集镇韩铺村现役军人张永占

家门前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县人武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张永占所在部队代
表联合送来了三等功喜报，并向张永占的父母送上慰问金。 张长国摄

图③：2019年12月上旬，河北省枣强县人武部、县民政局和火箭军某部代
表，带着部队颁发的喜报、奖章、证书和奖金，来到王常乡前旧县村三等功臣宫
海星的家中，为其父母披戴好“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绶带，并详细介绍了宫海星
在部队的建功事迹。 张永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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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一张张部队官兵立功的
喜报，在军地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下，伴
随着喜庆的鞭炮声和喧天的锣鼓声，
被送到官兵家里。

喜报虽小，作用却大。它一头连
着军人荣誉，一头连着军属荣光；一
头连着军人士气，一头连着军属牵
挂。小小喜报的背后，是官兵多少个
日夜的艰辛付出和汗水浇灌，承载的
是官兵“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
马上行”的家国情怀，述说的是官兵
枕戈待旦、守望岁月静好的使命担
当，体现的是官兵不畏牺牲和奋勇拼
搏的崇高精神。没有切身体会，是掂
量不出分量的。

送喜报，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尊
崇军人、当兵光荣、精武吃香的浓厚氛

围，大力提升军人和军属的光荣感、幸
福感、自豪感。

一人参军立功，全家无上荣光。
把荣誉送到家，不仅让官兵和家庭感
受到部队的关心和厚爱，更让广大群
众对军人多了一份尊崇和认可。

军人越有尊崇感，群众越有安全
感。正是因为有了军人的默默守卫和
无私奉献，我们才能享受安宁幸福的
生活。时刻不忘最可爱的人，是每一
名公民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

“ 让 军 人 成 为 全 社 会 尊 崇 的 职
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的征程上，军地携手、社会同
行，共同构建军人荣誉体系，打造了尊
崇军人的时代风景，也让广大军人更
有荣誉感、归属感。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从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到不
断完善军人军属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
等，一系列新举措，正在加紧完善，全
力推进，逐步落地。

军人荣誉体系的建设，寄托着广
大官兵的热切期盼，承载着党和人民
对军人的亲切关怀。因此，军地联合
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大力营造崇
军尚武的浓厚氛围，提振官兵的斗
志和士气，让尊崇军人的观念不断
深入人心。

送喜报，看似一件小事，却是全社
会尊崇军人的生动体现。正如一位网
友留言：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需要国家和军队做好顶层设计，更
需要立足部队和社会实际，在末端抓
好落实。

军人的荣誉 军属的荣光
■可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