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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军人荣誉感，提升军人职业社
会尊崇度，利于凝聚军心、稳定部队、鼓
舞士气。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对
此高度重视。

早在2014年，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上阐述军队政治工作重点时，就
提出“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

荣誉感”。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维护军人
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这是党的代表大会第一次把军人社
会地位作为重要内容写入报告，为提高军
人社会地位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对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有着深远意义。中央军委也曾在《关
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
“构建体现军事职业特点、增强军人荣誉感
自豪感的政策制度体系”。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主席出席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军人是最可爱的人，让军人受到尊
崇是最基本的”，这一暖心话语引起强烈
舆论反响。在 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政
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再次强
调，优化军人待遇保障制度，构建完善军
人荣誉体系。习主席的重要指示精神在
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增强军人荣誉感成为热点，大众传媒持续关注

近年来，随着国防
和军队改革持续推进，
军人职业荣誉相关话题
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军
人荣誉感源于军人的牺
牲奉献，也与全社会的
关怀与尊崇密不可分。
本文从社会舆情视角，
基于数据与案例，呈现
2018 年度军人职业尊崇
度的变化。

——编 者

近年来，舆论场中矮化军人社会地
位、抹黑军人形象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此
类杂音一经出现便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强
烈批驳，增强军人荣誉感不仅是军心所
向，更凝聚着整个社会的共识。

不久前，某品牌智能锁的广告片《拆
弹砖家》被网民质疑有侮辱消费排雷战
士之嫌，引发网友愤怒，纷纷谴责涉事企

业。@江苏网警在其新浪微博公开斥责
这一行为，并提醒“网络营销应有最起码
的道德是非观念，不要把无知当创意，把
恶搞当搞笑”。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
事”也严正表态“消费扫雷战士的广告，
你已涉嫌违法”。

今年年初，“战士在列车上被乘客无
端要求让座”一事引起网络关注，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用两句话回应此事：“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宗旨”“军人
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这一表态也
获得了网友声援支持，更有网友表示出对
乘客让座要求的反感与批评态度。

今年 5月，某部门领导对军转干部
发表不屑言论的一段视频引爆网络舆
情，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发文《有的人
竟然感到涉军安置是额外负担，军报刊
文批评》，激发社会共鸣，有网友就此喊
出“退伍不褪色！向你们致敬！”的口
号。《中国国防报》更是在头版头条刊发
“国防时评”，提出“军人职业尊崇度是国
家安全围墙的刻度，对退役军人的安置
保障体现着对军人关心的温度”。

抹黑军人形象的行为，遭到谴责批驳

近年来，社交媒体平台中出现越来
越多的充满正能量的军人形象，引发了
一波又一波的现象级传播。

创新传播技术手段，军事类账号
“走红”抖音平台。目前，@中国军视网
@我们的天空@中国军网@中国陆军和
@三剑客已成为抖音平台的头部军事

类账号，其粉丝量均超过百万级，作品
获赞合计达 1.17 亿次。“中国陆军角逐
漠北草原，上演钢与火之歌”“点我点我
点我这里有不一样的中国陆军”“军花
手指舞”“兵哥哥最帅瞬间”等作品花样
科普军事知识、展现训练风采、聚焦战
士阳光奋发的精神风貌，让军旅的风采

和魅力走出军营，将崇军爱军观念深植
于观众心田。

传播内容具象化、个体化，社会公众
积极传播身边“最可爱的人”。随着移动
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公众成
为身边事的“报道者”，越来越多的有关
军人群体或个体的好人好事出现在社交
媒体中。陆军第 77集团军“猛虎旅”的
退役女兵张玉雪在列车上救助女童的经
过被网友发布在抖音平台，被舆论称赞
为“最美退伍女兵”；江苏省军区徐州某
干休所四级军士长邱来源营救冬泳溺水
男子的视频，经网友发布在抖音平台后，
不到一天就获得了90多万的点赞。

充满正能量军人形象，常引发现象级传播

荣誉感既有赖于个体的价值认同，
也与社会氛围的营造直接相关。在“军人
荣誉感”相关新闻的传播过程中，主流媒
体担当着舆论引导的主角，为营造爱军
拥军的舆论氛围发挥了重要影响。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解放
军报》《中国国防报》等主流媒体聚焦来
自军队的代表委员关于提升军人荣誉感

和职业吸引力的好声音，主要观点包括
军人社会地位事关国家安全之基、尊崇
军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提高军人
社会地位必须加快推进立法等。

逢重大节日、重要事件因势利导，策
划主题宣传、打造热点话题，营造爱军拥
军浓厚社会舆论氛围。今年八一建军节
期间，@央广军事@军报记者创建#为人

民军队点赞##我和军队的不解之缘#微
博话题，阅读量分别达 19.6亿和 15.8亿。
同时，中宣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对在全社
会广泛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学习宣传活
动作出部署，也得到了众多主流媒体的
持续性报道传播。

主流媒体就增强“军人荣誉感”持续
发声。《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
《中国国防报》等媒体持续聚焦增强军人
荣誉感、提升军人职业尊崇度，并刊载多
篇评论文章，发出“军人职业尊崇度是国
家安全围墙的刻度”“让尊崇军人成为全
社会的自觉行动”“形成尊崇军人的社会
风尚”“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等鲜明有力的声音。

大力营造爱军拥军氛围，主流媒体担纲主角

各地、各行业采取了多种增强军人
荣誉感的举措，助力精神关怀与制度
设计的落地。《解放军报》《中国国防
报》等媒体经常就各地、各行业出台的
增强军人荣誉感的措施组织报道。例

如，浙江省在中小学校园内设立 2900
多块“最可爱军人、最骄傲校友”荣誉
墙；广西出台《进一步增强军人荣誉感
的意见》，推出军地联合表彰、落实军
嫂就业安置和军娃入学等 20条刚性措

施。各地政府聚力构建和完善军人服
务体系，赋予军人以真实可感的荣誉。
与此同时，在交通出行、医院、银行、景
区等公共场所中，“军人依法优先”通
道和窗口越来越多。以交通行业为
例，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航空、铁路
和水运方面，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和细
则，保障军人在出行中的依法优先权
益。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在全国道
路客运领域开展军人依法优先出行权
益保障工作，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军人
依法优先格局正式形成。

各地各行业举措落地，军人荣誉感显著提升

一系列关于军人荣誉感的政策法规、
重大部署和激励措施陆续落地，推动军人
荣誉体系不断完善。系列政策出台获得广
大官兵、大众传媒与社会公众的广泛关
注，在全社会形成积极正面的舆论导向。

在荣誉体系设计方面，关于增强军
人荣誉感的政策制度接连出台，军人荣
誉体系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军
队奖励和表彰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构建完

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总体方案》《“八一
勋章”授予办法》等密集出台，使军人的
荣誉感与日俱增。今年，新修订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规定军人
非因公外出可着军装，退役军人事务部
表示 2019 年五一前将为所有退役军人
家庭悬挂光荣牌，《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出台并施行，这些都从多个
层面提高了军人的荣誉感，给予军属更
多的心灵慰藉。

同时，党和国家还进行一系列重大
部署，从社会获得感层面来赋予军人真真
切切的荣誉感。近年来，“军人依法优
先”工作持续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军人抚
恤优待条例》以及各省市出台的军人抚恤
优待办法等法律法规，都对优待和保障军
人权益作出明确规定。《人民日报》评论
指出，军人在出行时被赋予依法优先的合
法权益，体现对其职业奉献的人性化关
怀，也是对军人为国家为人民冲锋陷阵的
社会回报，更是对军人枕戈待旦的职业尊
崇和敬重。此外，今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的
成立，为退役军人带来教育培训、就业促
进、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医
疗服务、优待抚恤等诸多方面的“红
利”，彰显出对军人的重视与尊崇。

政策制度陆续推出，舆论导向积极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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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军事类微信公众号推送
关于“军人荣誉感”的文章数量较为可
观。其中，“中国军网”“军报记者”
“中国军视网”分别推送了约 100 篇、
99 篇和 90 篇相关文章。新浪微博中，
@央广军事@军报记者@人民日报@央
视新闻@人民网等创建多个热点话题，
其中 7个话题阅读量均过亿。#为人民
军队点赞##我和军队的不解之缘#传播
当量高达 19.6亿和 15.8亿，充分传递出
网络舆论对于军人这一职业的高度赞许
之意。

新媒体营造良好拥军优属氛围

纵观“军人荣誉感”全年舆情传播走
势，涉“军人荣誉感”舆情共形成三个日传
播量逾千篇（条）级别的波峰，分别对应 3
月 14日、3月 22日和 8月 1日。3月 12日，
习主席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并指出：
“军人是最可爱的人，让军人受到尊崇是
最基本的。”军队代表委员建言提升军人
荣誉感和职业吸引力，推动新闻报道传播
量于 3月 14日攀至高峰；其后，中共中央
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消
息，涵盖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内容，
新闻报道传播量于 3月 22日再度形成峰
值。8月 1日，建军节相关线上主题宣传
形成话题效应，助推当日传播高峰形成。

传播焦点效应显著

就涉“军人荣誉感”信息的月度传播
来看，月均传播量达 9316篇，3月、8月、9
月、10月、11月信息量都超过均值。整体
看，下半年舆情保持高位。期间，习主席
在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强
调认清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重要性和
紧迫性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
政策制度体系、建军节主题宣传活动、
“最美退役军人”评选活动、扫雷战士杜
富国被炸伤引发全社会关怀等热点迭
出，舆论场正能量集聚。

下半年舆情保持高热

数据显示，本观察期内，网媒、报刊、
微信、微博、APP、论坛、博客等渠道涉及
“军人荣誉感”的舆情信息共计约 10.6万
篇（条）。微信中涉及“军人荣誉感”的文
章数量最多，约 37011 篇，占比约 34.8%，
也即舆论场中三分之一的“军人荣誉感”
信息源自微信文章；新闻媒体（指报刊和
网络媒体）报道量约 36896 篇，占比约
34.7%，也成为传播主力；另外，客户端
（APP）中相关信息量也较高，约 26358
篇，比重为 24.8%。

新闻媒体担纲传播主力

观察“军人荣誉感”传播词云，可以
发现指向政策法规类的词汇最多，这一
传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相关重
大政策部署在社会舆论层面所发挥出的
显著议程设置作用。“军人依法优先”“铁
路”“民航”等，均与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推
行军人依法优先工作相关；“退役军人事
务部”与今年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并开
展工作相关；“非因公外出可穿军装”则
是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
（试行）》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杜富国”
“最美退役军人”等典型人物也获得了较
高关注，弘扬了社会正能量，彰显了军人
肩负正义、有责任、有担当的舆论形象；
而“最可爱的人”“致敬”“英雄”等饱含情
感的词汇则流露出社会公众对于军人的
敬意与尊崇。

政策法规社会情感类热词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