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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年初，驻香港部队开展新兵入伍训

练考核暨“挂金牌、当标兵”活动。我主

动请缨，给我们旅的新兵作了一场考前

动员。

动员时，我播放了去年“让训练尖

子走上家乡电视台”活动的视频，不少

新兵看得热血沸腾。从他们闪亮的眼

神中，我看到了一名军人对荣誉的渴

望。

“让训练尖子走上家乡电视台”是

我们单位叫响“训练有功、尖子光荣”

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专门为这些训

练尖子制作专题片，再联合他们家乡

的军分区、人武部，一同将专题片推送

到当地电视台播出。

从去年到今年，有多名因训练成

绩突出而立功受奖的驻香港部队官

兵，相继走上家乡电视台，成为父老乡

亲眼中的“能人”“红人”“名人”，也成

为战友眼中“令人羡慕的人”。

去年 1月中旬，驻香港部队近

2000名新兵围绕多个实战化课目同

场竞技。我们旅有5名新兵一举夺得

全部3枚金牌，荣立三等功。这5名新

兵就是“让训练尖子走上家乡电视台”

的首批主人公。

我带着几名基层报道骨干一同策

划制作专题片。很快，第一个专题片

出炉了——《广东佛山的新兵黄德龙：

我的金牌里有英雄梦》。

当时，我们联系到了广东佛山南

海区人武部政工科科长赖克。时近年

关，我原本以为这事会拖到年后。没

想到，不出3天，南海区人武部便敲锣

打鼓把黄德龙的立功喜报送到了他

家，舞龙舞狮热闹非凡。

当晚，南海区电视台将我们录制

的专题片和送喜报的视频新闻一同播

发。第二天，《珠江时报》更是在头版

刊登了《新兵入伍三个月 比武立下三

等功》的消息。

当时承训新兵的某营营长马章华

和我打趣说：“唐干事，看到新兵训练

尖子上家乡电视台，真是既高兴又羡

慕。我立了好几个功，都没享受过这

待遇咧！”

在采访海南儋州籍立功新兵王所

亮时，我意外发现，和他一同参军到驻

香港部队的儋州籍新兵中，有13名都

在这次比武活动中夺得金牌。

于是，我们挑选了3名新兵作了

专访，又给全部获奖新兵拍摄了镜

头。很快，一篇名为《驻香港部队十余

名儋州籍新兵勇夺金牌》的报道便成

形了。

到海南儋州接兵的驻香港部队某

部干部罗德祥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

找到了我，并帮忙联系了儋州市人武

部参谋黄昭文。几番商量后，我们决

定结合送喜报的契机一并推出新闻报

道，让更多儋州籍的训练尖子走上家

乡电视台。

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好消息：儋州

市市委主要领导和人武部负责人都到

场送了喜报。考虑到王所亮的家庭情

况，除了喜报、证书外，他们还送去了

5000元慰问金。

与此同时，我与广西玉林军分区

政工处干事梁英海取得联系，告知其

玉林籍新兵曾万宝立功的消息。这恰

好与他正在筹备的“东西南北玉林兵”

活动不谋而合。

送完喜报后不久，梁干事就带着

玉林电视台、玉林日报的记者与玉州

区人武部的同志，一同来看望曾万宝，

并进行了深入采访。曾万宝不仅上了

家乡电视台，还成为家乡的征兵形象

大使，他的父母甭提有多高兴了，逢人

就夸儿子在部队干得好。

近期，随着今年2名新兵训练尖

子的事迹在各自家乡电视台相继播

出，新兵们的干劲儿更足了，立足军营

建功的信念更坚定了。

不仅如此，今年旅里有7名士官

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他们的先

进事迹也将走上家乡电视台。

有喜大声报，有功就露脸
■驻香港部队某合成旅宣传科干事 唐 嘉

军功，不是你说立

就能立

立功喜报，是指向立功军人家庭
报喜的书面材料。

没有一张立功喜报是随随便便得
来的，荣誉的背后是艰辛。与新疆军
区某装甲团几名立功受奖的官兵交
谈，笔者有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
“军人用汗水和血水浇铸的荣誉，

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掂量不出其分
量的。”该团参谋长周志刚，对官兵每
一个来之不易的荣誉都会高看一眼、
看重几分。

去年 6月，“国际军事比赛-2018”
“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项目备赛场
上，中士吕玉生驾驶步战车在赛道上飞
奔。为缩短越障时间，通过前方崖壁
时，他没减速，驾车直接冲了上去。结
果，他的下巴狠狠撞上驾驶室前沿，磕
开了一道隐隐可见骨头的血口子。

吕玉生强忍疼痛，驾车继续突
击。为不影响备赛进度，伤口缝合第 3
天，他就重返训练场。最终，吕玉生
与本组队员一起，打破该项目比赛纪
录，夺得单车赛冠军。吕玉生个人被
大赛组委会评为“最佳驾驶员”，后来
荣立个人一等功。
“受伤失利还要追逐冠军梦，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官兵有一颗金
子般的荣誉心……”该团政委樊江伟
在一次宣讲中这样讲道。如何呵护官
兵的荣誉心，是他思考最多的一个问
题。

2017 年 8 月，该团四级军士长高
天龙和下士朱鹏，代表中国陆军参加
“国际军事比赛-2017”“军械能手”项
目比赛，高天龙夺得榴弹炮修理冠
军，朱鹏夺得轻武器修理和射击冠
军，分别荣立个人一等功。

一等功奖章、证书和喜报发到该
团后，团里第一时间召开表彰大会。
随后，部队派出财务股股长陈奇、管
理股股长王为，分赴高天龙和朱鹏的
家乡，协调当地政府和人武部，举办
隆重的仪式，将喜报热热闹闹送到他
们家中。

在军地领导、学生和乡亲们的簇
拥下，礼仪队在道路两旁敲锣打鼓、
燃放鞭炮。高天龙身披绶带、胸戴红
花、手捧鲜花，走进位于甘肃省民乐
县新天镇高新村的家。

高天龙父亲接过喜报的那一刻，
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妻子在一旁幸福
得直掉泪，5岁的儿子喊着让爸爸将大
红花戴到自己胸前。

以同样高调的方式收到喜报的还
有朱鹏。他说，从没想到自己能与县
里考上清华的“状元”一样风光。

从湖南省新邵县人武部政委李金
民手中接过喜报和慰问金后，朱鹏 76
岁高龄的奶奶不停地向孙子竖大拇
指。更让她没想到的是，从那以后，
十里八乡到家给朱鹏介绍对象的人一
下子多了起来。

除了“立功喜报送回家”，该团还
有更多暖心举措——

去年初，该团四级军士长程江家属
刚随军，就在新建士官家属楼分到一套
住房。这得益于该团《随军官兵荣誉积
分办法》中的一个条款——荣誉积分高
者，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住房。

去年 12 月上旬的一天，凌晨 4
点，气温降至-13℃，全团官兵站在营
门两侧，静待功臣回营。原来，该团
12 名官兵参加了全军“先知·兵圣-
2018”战术级人机对抗挑战赛，一举

取得 8个项目的大奖。令他们没想到
的是，全团官兵专门为他们举行了一
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前不久，上级比武竞赛任务刚下
达到该团，官兵们就争先恐后报名。
练兵场上，为荣誉拼搏的身影越来越
多。

今天，我们让夺得荣誉的官兵风
光无限；明天，就会有更多人激情无
限地夺得更大的荣誉。

喜报，到家不该

“静悄悄”

其实，上士刘中春去县里人武部
“领”喜报时，也问过人武部的同志，
为啥没有敲锣打鼓送到家里。

他得到的答复是：“咱们县立三等
功的同志比较多，我们人手不够，只
好通知本人或家属来领取。”
“呵护官兵的荣誉心，我们部队尽

全力做好，但官兵家乡的民政部门和
人武部能不能做好？我们心里没有
底。”该团政委樊江伟说：“按理说，
作战部队不应该直接把官兵们的立功
喜报送回家。只因这些年官兵们的喜
报在回家路上遭遇了太多失望，不得
已，我们才亲自去送。”

为此，笔者连线了几名在人武部
工作的同志——
“主要原因就是，并没有一个明确

的机制要求必须怎样把官兵的喜报送
到家，也没有明确的实施办法。总
之，这是一项既不问责也不加分的工
作。”某地人武部秦科长说，上级考核
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征兵、训练、安全
等重大工作，没有涉及到每年送了多
少张立功喜报。送不送，怎么送，全
凭“自觉”。

在一定程度上，这直接导致了各
区 （县） 人武部很难将有限的精力投
入到送喜报工作中。

在某军分区任职的杨参谋告诉笔
者，送喜报时，人武部大多要邀请当地
政府领导参加，以显重视。但有的兵员
大县一年能有几十名官兵荣立三等功。
“地方领导需要处理的工作很多，不是
一等功、二等功这样的喜报，我们都不
好意思去找领导协调。”

前往甘肃为官兵送喜报的管理股
股长王为，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虽然
与当地人武部接洽时，同志们非常热
情，也十分积极地张罗送喜报的仪
式，但是在邀请当地政府领导时，还
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王股长说：“当地领导原本表态，
要亲自把立功官兵的喜报送到家。结
果，因为有临时突击任务，那名领导
一连3天都抽不开身。”

如果说兵员大县遇有这种尴尬有
因可诉，那么中士小梁的遭遇却无处
可查缘由。

小梁的家乡在东部某沿海城市。
当地应征入伍的兵员并不多，在部队
一直服役的更是寥寥无几。拿小梁的
话说：“目前，整个镇还在部队服役
的，就剩我这一棵独苗了。”

当初入伍时，当地人武部的同志
又是请小梁全家吃饭，又是敲锣打鼓
地把他送到高铁站，让全家备感光
荣。可小梁一进部队营门，当地政府
和人武部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入伍 5年，小梁先后两次荣立三等
功，家人不仅没盼到敲锣打鼓送喜报的
热闹场面和荣光，喜报还不慎“走失”过
一张。
“家里人差的不是慰问的钱和物，

而是一颗心。”该团二级军士长方政刚

说，每一名官兵入伍时，都揣着一个
“干出样子、为家乡争光”的梦想。当
这个梦想通过官兵们付出汗水甚至鲜
血实现之后，家人却感受不到这份荣
誉带来的荣光，他们的内心难免有些
失落。

该团副政委王宏涛提出建议：能
不能出台一个规范性文件，明确哪种
类型的荣誉，可以由部队上门送；哪
种类型的荣誉，应该由人武部或地方
民政部门联合送。这样，在厘清责任
范围的同时，也规范了送喜报的程序
和方法，避免出现“部队担心送不
到”“不管送不送，人武部都不会被问
责”和“啥类型的喜报都要等当地主
要领导送”等现象。

这个“喜”到底该

谁来报、如何报

去年 9月，该团首次将两名一等
功臣的立功喜报送回家后，引起较大
反响，甚至引来中央电视台《军营大
拜年》节目组为其做专题电视片。

春节前，全军许多单位也纷纷组
织了多种形式的“送喜报回家”活
动。有的单位甚至组建多支小分队，
将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喜报全部送到
官兵的家乡。

该团组织股股长闫浩在欣喜的同
时，心中又感到些许不妥，“其实，作
战部队一下派出这么多干部，还是比
较牵扯精力的。”

那么，官兵们的立功喜报究竟该
由谁来送？如何送？到底有没有明确
的制度和规范？

为立功人员送喜报，历来是我军
一项重要的荣誉激励制度。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王
稼祥等就联名发出通知，明确要表扬
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的英勇行为。

解放战争中，新四军一师二团提出
了“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有功报功，
论功行赏，人民功臣，个个尊敬”的口
号，还建立了“三证”，即个人有“功劳
簿”，连队有“功劳簿”，家里发“功劳
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

1951 年 4 月，志愿军政治部规
定，凡立功与当选英雄模范的个人与
单位，均按等级给予奖励，主要有：
会议嘉奖，通令嘉奖，授予奖旗、奖
状、奖章、奖证、纪念证，军旗前照
相，给家庭寄喜报，编撰传记，登报
表扬及向全国广播。这是全军首次将
寄喜报工作写入军事法规之中。

2014 年 7 月 27 日，经习主席批
准，原解放军四总部制定了《军队奖
励和表彰管理规定》，其中第十九条明
确：人民武装部收到受奖通知书和喜
报后，应当协调民政部门举行一定仪
式向受奖个人家庭送喜报，并协调当
地媒体做好事迹宣扬工作。这个规定
为送喜报提供了法理依据。
“呵护官兵的荣誉心，部队不能剃

头挑子一头热。”作为“立功喜报送回
家”发起人，该团政委樊江伟这样认
为。

樊江伟说：“从中央下发文件到
省、市、县、乡镇，再到村委会、居
委会，有 6 个环节。部队和地方政
府、人武部、民政局，不管哪个环节
出问题，都会导致政策落实打折扣。”
在呼吁全社会更加重视官兵荣誉的同
时，他也提出了军地各级“还需再多
花点心思、动点脑子、使点劲儿”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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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

三等功。喜报辗转寄到我老家所在的

山东省莘县张鲁回族镇后，乡里的工

作人员给我父亲打电话，让他去领回

喜报和2000元慰问金。

这事虽然也让我父母乐呵了好些

天，但我总觉得这样取回喜报，缺乏仪

式感。

去年8月，我荣立个人一等功。这次

的喜报，是团队派专人到我老家的县政

府和人武部协调，将喜报和慰问金送到

我家里的。中央电视台《军营大拜年》节

目组还到现场进行了拍摄。

得知县委领导和人武部的同志要

来，还要上电视，68岁的父亲高兴得

几夜没睡好觉。他还专门到集市上添

置了一套新衣服，又把家中新盖的3

间平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仅如此，村

里还专门把全村的卫生整治了一遍。

送喜报那天，乡亲们扭着秧歌、敲

锣打鼓聚拢到我家门口，电视台、报社记

者纷纷前来采访。剪纸大师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周淑英阿姨还专程赶到我

家，带着我5个姐姐现场为我制作了一

副十分有寓意的剪纸。客人走后，老爸就

打来电话对我说：“这回家里真荣光！”

同样是送喜报，形式不同，收到的

效果大不一样。

近日，我被所在部队评为“感动

雄师十大人物”。春节前，部队举行颁

奖典礼，还邀请我的父母参加。我本

想着他们年纪大了，劝他们不要来，

以免来回折腾受苦。可爸妈知道后，

坚持要来，为的就是再感受一次儿子

的荣光。

（邹林朋、刘 卓整理）

两次送喜报，感受不一样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中士 吕玉生

上士刘中春，是新疆军区某装甲团

坦克七连一名坦克驾驶员。

部队把三等功喜报寄给家乡人武部

后，刘中春很快打报告探家，盼望能亲眼

见证喜报进家门的过程。

结果年都过完了，他和家人也没等

到敲锣打鼓送喜报的队伍，只接到了一

个电话通知：请到人武部，领回刘中春同

志的喜报。

于是，他只能自己去把喜报取了回

来。

“这跟网购时从快递小哥那里取包

裹有啥两样？”说起这段经历，刘中春忍

不住抱怨。

这个三等功，是他在部队机动演习

任务中，实打实拼来的。“早知如此，还不

如直接从部队把喜报带回家。”

朱德同志有句名言：“部队中人人

精神振奋，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

样就会打胜仗。”立功喜报是军人创立

功勋的证明。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

渴望荣誉，都希望家人分享自己的荣

光。

一张小小的喜报，背后是官兵们为

精武强军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承载着热

血青年从军报国的梦想，寄托着军人与

家乡父老共享荣光的期盼。

早年间，立功喜报都是由所在部队

转给立功人员家庭所在地政府，再由人

武部或民政部门热热闹闹地送到立功

人员家中。

很多老兵都很怀念当年的那个场

景：政府工作人员和父老乡亲敲锣打鼓

把喜报送到家。

这个“喜”本就应该“报”出满满的

“仪式感”，让军属们真正分享官兵的荣

光。

同样一张喜报，不同的送达方式，效

果大不一样：敲锣打鼓送到家，军人、军

属甚至整个村镇、整个家族都感到无上

荣光；通知军属自己到人武部取回家，像

收快递一样悄无声息，军人和军属都会

心生憾意。

荣誉，只有被更多人认可尊重，才能

彰显其价值意义，才能鼓励更多官兵崇

尚荣誉、珍视荣誉。

不论是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家，

还是大张旗鼓地让功臣走上家乡电视

台，这些“仪式感”满满的画面所激发出

来的荣光，属于官兵和军属们，更在无形

中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巩固了国防之

基。

喜报需要“仪式感”
■赵治国

春节前，中央电视台《军营大拜年》节目组来到一等功臣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中士吕玉生的家中，送上立功喜报和慰问金。

图片由《军营大拜年》节目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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