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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现在大家不缺吃不

缺穿，就缺这样的荣誉”

1 月 13 日，浙江金华，伴随着喜气
洋洋的锣鼓声，送喜报队伍来到东部战
区海军某潜艇支队电工技师潘远平的
家。
“远平不简单，这几年又是二等功，

又是三等功！”“现在大家不缺吃不缺
穿，就缺这样的荣誉，老潘家生了个好
儿子呀！”不大的院子里挤满了闻讯赶
来的乡亲，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潘远平的父亲潘祖昌披上绶带、接
过奖状那一刻，院子里响起热烈掌声，
乡亲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向潘祖昌表示
祝贺。

邻居潘利民说：“看远平变得这么
优秀，我也想把儿子送到部队去锻炼锻
炼。”

潘祖昌笑得合不拢嘴：“感觉在乡
亲们面前更有面子！”

与潘祖昌一样感到“有面子”的，还
有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市民王坤花。
腊月初八这天，王坤花笑得比花儿都
“灿烂”。

“儿子立了功，部队和家乡领导把
喜报送到家，这可是我们家从没有过的
大喜事！”王坤花边和记者说话，边招呼
着挤满屋子的亲朋好友。
“他们听说亮亮在部队立了功，都

赶来了！哎呀，我不要他们来，他们非
要来！”说这话时，王坤花脸上有着掩饰
不住的自豪。

王坤花的儿子郭春亮，是北部战区
海军某岸导团导弹发射班班长，去年连
续执行多项重要任务，因工作成绩突
出，荣立三等功。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在这一点上我们责无旁贷！”滨州市沾
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田同辉告诉
记者，“一个好的仪式胜过千言万语，能
让更多人感觉到全社会对军人职业的
尊崇！”

宣读喜报、佩戴绶带、送慰问金、挂
牌匾、合影留念……2月3日上午，在热火
朝天的敲锣打鼓声中，东部战区海军某
潜艇支队会同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人
武部、街道办等单位负责人组成送喜报
队伍，来到象山县兰湾社区，将三等功喜
报送到了支队干部李康健的爱人手中。

记者看到，送喜报队伍举着“热烈
祝贺李康健同志荣立三等功”横幅，在
小区门口敲锣打鼓放鞭炮，街道的邻里
也组成腰鼓队、秧歌队上门道贺。

这番场景引来很多行人驻足观
看。一个小男孩兴奋地喊道：“爸爸，我
长大了也要去参军！”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落实好喜报
寄送工作，海军政治工作部组织局专门
组织调研，随机抽取、打电话了解部分
军人喜报送达情况。

官兵及家属普遍反映，今年的喜报
寄送工作接地气、有味道、很隆重，让军
人家属脸上更有光彩，让“光荣之家”更
加光荣。

“儿子的选择是对

的，我们为他的进步感到

骄傲”

“来了！来了！”眼尖的村干部首先

看到了送喜报的队伍，大声告诉郭俊
霞。队伍中，写着“一人立功，全家光
荣”大字的红色牌匾格外醒目。

此刻，郭俊霞嘴角上翘，脸露微笑，
心中充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昨天晚上，村支书打来电话告诉
她，她丈夫所在部队和区人武部、退役
军人事务局、乡镇领导今天一大早会来
给她们家送立功喜报。

这天一早，村干部就来到她家。郭
俊霞和 6岁的女儿胡梓萱也早早来到了
村口，时不时地看着远方。

她的丈夫叫胡光，是南部战区海军
航空兵某场站场务连的消防分队队
长。一年前，胡光所在部队的保障任务
延伸到一个距离很远的机场。

因为保障任务时间比较长，胡光便
征求妻子郭俊霞的意见。郭俊霞二话
不说，连夜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就带
着女儿返回老家。

有了妻子的大力支持，胡光全身心
投入到战机保障工作中，多次成功处置
突发情况，有力确保了飞行安全，得到
领导和官兵一致认可。

手捧喜报和奖金，郭俊霞有些激
动：“丈夫荣立三等功，我也十分光荣！”
她告诉记者，“这一年，一个人照顾老人
和孩子确实吃了不少苦，但所有付出都
值得！”

这一刻，这份喜报不再只代表军人
的荣誉，也是对军人家属默默付出的最
好慰藉。

千里之外，看到河南省舞钢市八台
镇小唐村村民余营甫接受喜报的情形
时，记者这种感受更为强烈。

16年前，放学后的高中生余英杰告
诉爸妈：“我要去参加招飞选拔，去守卫
祖国的蓝天！”老两口听了眉头紧锁。
余营甫告诉记者：“那些年我与妻子的
身体很差，再说，英杰是独生子，我怕他
吃不了那些苦！”

不顾父母反对，余英杰偷偷报了
名，顺利通过招飞考试，以优异成绩考
入海军飞行学院。

时光荏苒，儿子在部队很快成长为
业务骨干。任务一多，儿子回村次数就
更少了。老两口虽然心里记挂儿子，但
曾经的心结还没完全解开。

这天一大早，锣鼓声响彻小唐村。
老两口在邻居的簇拥中，看着祝贺的横
幅来到了村口。舞钢市副市长车昱茜
与市人武部部长杜振军分别为余营甫
夫妇戴上绶带，部队代表则递上牌匾，
“三等功臣之家”与火红的“八一”军徽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在舞钢市电视台记者的镜头前，余
营甫夫妇激动地说：“我们一定会嘱咐
英杰，在部队再立新功！”

余营甫放下话筒的同时，也解开了
心结。他告诉记者：“儿子的选择是对
的，我们为他的进步感到骄傲。”

“喜报寄送的每个细

节都做了精心设计安排”

2700公里，这是从部队到海南陵水
黎族自治县使鹤村的距离。

前不久，一张喜报翻山越岭从丈夫
的单位送到了该村村民、军属胡玲手
中。一场难得的“视频连线”开始了。

视频连线那头是上士黄卫，他正佩
戴绶带、手捧奖章，站在辽宁舰年终表
彰大会的会场上。这头是家乡自家门
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送喜报现场。
“老公，你安心工作，你是我的骄

傲。”胡玲喜极而泣，感染了视频两边的
所有人。

这场别开生面的视频连线，也让黄
卫再次深深感到领导的关心、部队的温
暖。

为了确保每份喜报及时寄出、有效
送达，辽宁舰成立了送喜报小分队，指
定负责人，协调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
人武部，将立功官兵的喜报送进家门，
让官兵及家属获得实实在在的荣誉感、
获得感。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喜报寄送工作
中，海军全部采用邮政喜报信封专递形
式，实行专人专区操作，可依据邮件号
实时跟踪查询喜报物流信息，既方便部
队寄送，又保证了喜报及时、准确、安全
寄达。

海军政治工作部组织局副局长夏

显北告诉记者，《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
喜报工作办法》下发后，海军政治工作
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在部署年终工
作总结和制定下发《海军部队深入开
展“双争”活动八项措施》中，专门对采
用新方式寄送喜报提出具体要求。随
后，又指导各级抽查上百个基层单位、
数千份喜报寄送情况，持续压实责任，
着力推动每一份喜报寄送到位。

某潜艇支队每年都会就喜报寄送
情况组织问卷调查。今年，问卷调查的
结果显示，官兵满意度明显提升。
“喜报寄送的每个细节都做了精心

设计安排，大家觉得很暖心。”官兵们
说。

“喜报寄送工作，事关

军人荣誉，事关军心士气”

喜报寄送到家的时候，身在部队的
某旅士官刘正文正在忙碌。

工作人员郑重地将喜报交到刘正
文的父亲手里，随即拨通了刘正文的电
话，接通了视频。

看着屏幕里皮肤黝黑的儿子，刘正
文的父亲扭过头去偷偷擦了把眼泪：
“没啥好讲的，干得好是应该的！”

等和儿子说上话，他声音却高了一
些：“你小子一定要好好干，别辜负党和
部队的培养！”

电话那头，刘正文表了态：“爸，我
一定好好干，您放心吧！”

刘正文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
的。任务中，他迎难而上、勇挑重担，浑
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

刘正文所在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王敬林告诉记者，一张喜报“分量”不
轻，尤其是及时、有效地送达，更能彰显
出它的价值。

事实的确如此，这一点在某旅火力
连排长杨玉身上也有所体现。

刚毕业分配到陆战队时，杨玉一
时感到难以适应。他告诉记者，当时
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努力方向与足
够动力”。去年初，单位开展了“立功

喜报送家门”活动，看到一张张喜报送
至官兵家中，以及立功官兵家属脸上
那种由衷的自豪感，杨玉心想自己也
要让父母感到骄傲，于是暗下决心全
力以赴。

去年 6月，新疆库尔勒基地，“晴空”
比武的激烈程度伴随着西北戈壁的气
温不断升级，三军同台“打擂”，杨玉率
领车组成员一路过关斩将、连克强手，
取得“模拟赛个人总成绩第一名”，车组
全流程考核“技能赛第一名”“综合赛第
一名”，被表彰为“最佳分队指挥员”和
“最佳车组”。

去年底，他参加旅里的岗位练兵大
比武，取得手榴弹投掷第一名、400米障
碍第二名、总评第一名的好成绩。
“儿子，你真棒！”当喜报在锣鼓声

中送至家中时，杨玉再也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流下幸福的泪水。

如今，对杨玉来说，他的眼界更加
开阔，动力更加强劲。

荣誉激发动力，榜样催人前行。
在该旅，还有很多和杨玉有类似经

历的官兵。去年以来，该旅圆满完成多
项重要任务，60多人荣立三等功，500多
人被评为“四有”先进个人。该旅以送
喜报活动为契机，组织立功人员和“四
有”先进个人开展巡回宣讲活动，在全
旅上下掀起“学典型、争荣誉、当先进”
的热潮。

今年 1月初，海军广泛开展练兵比
武活动，一份份寄送和接收喜报的视频
送到官兵手中，有效调动了官兵练兵备
战的激情。记者看到，深山密林里、广
阔海训场……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
的练兵景象。

一张喜报重千钧。“喜报寄送工
作，事关军人荣誉、事关军心士气。”夏
显北说：“我们应站在讲政治的高度，
站在增强部队凝聚力、战斗力的高度，
不折不扣地把这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抓到位。”
（文中素材由刘亚迅、高宏伟、王

洋、牛涛、王皓凡提供）

春节前夕，海军部队广泛组织开展立功喜报寄送工作，一封封喜报翻越千山万水、送进千家万户—

立功喜报：给父老乡亲报喜了
■张孝良 张惊天 本报记者 陈国全

2021年新春来临之际，一封封喜

报千里寄送，让奋战在万里海疆、远海

大洋的海军官兵及其亲属，共享着来自

军营的褒奖、来自社会的尊崇。

崇尚荣誉，历来是我军克敌制胜的

精神动力。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就有为

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的优良传统。

去年12月印发的《立功受奖军人家庭

送喜报工作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喜报

寄送原则和军地职责区分，规范了喜报

寄送流程、送达仪式、待遇落实等方面

的要求。作为构建新时代军人荣誉体系

的重大步骤和实际举措，该《办法》的

出台，为发挥荣誉引领和激励作用提供

了新的遵循。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喜报送到家，传

递的是统帅对广大官兵的关爱，体现

的是党和国家对军人及其家庭的激

励，营造的是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

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

喜报一头连着部队军心士气，一

头系着万千军属期盼。荣誉传递的仪

式感越强、越喜庆，军人的获得感、

军属的幸福感就越足，送喜报就越能

成为军人安心服役的“加油站”、适龄

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的“起跑点”。

寄送喜报工作涉及军地多个部

门、多个层级、多个环节，需要各级

步调一致用真心、动真情、下真功，

确保每份喜报都能按规定要求寄送到

位，让立功受奖官兵及其亲属都能感

到荣光。

春节，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时刻。十

里八乡敲锣打鼓送喜报上门，更能彰显

军人荣誉、凸显军人职业的社会尊崇

度。各单位要迅速行动起来，力争以最

快速度把一封封喜报都寄到点、送到

位，真正把喜报送出“喜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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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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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意写在脸上，温暖涌动心头。
春节前夕，某军港码头，南昌舰多个

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为立功受奖人员
送喜报的视频和图片。
“一辈子没戴过大红花，没想到老了

跟着儿子沾光了。”三等功臣郑晓凯的父
亲带着浓浓的乡音说。
“立功喜报，是我们收到的最好新年

礼物！”郑晓凯妻子激动地说。
去年 12 月 31 日上午 10 时许，汕头

市潮南区井都镇上南村锣鼓喧天。来自
南昌舰、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武部的
军地领导来到郑晓凯家，为郑晓凯的爷
爷奶奶、父亲母亲以及妻子儿子一一披
上绶带，并在“三等功臣之家”牌匾前合
影留念。

“立军功一生荣耀，接喜报全家荣
光。”有这种感觉的还有山东舰一级军士
长吴春东及其家人。

2 月 5 日，在吴春东的家乡江苏盐
城，当地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

作人员敲锣打鼓，为荣立三等功的吴春
东家人送来立功喜报。

服役 27年，吴春东 3次荣立三等功，
1次获得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奖，2
次被评为军事训练先进个人，2次被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还有 1次被评为装备
管理先进个人。但喜报以这种形式送到
家门口，还是第一次。
“感觉一切付出都值了！”视频里，

吴春东的妻子陈霞激动地抹起了眼

泪。
在海军各艘舰船上，这个时节，电子

屏幕成为官兵关注度最高的对象。视频
里为功臣送喜报的场景，在官兵心里掀
起一波又一波热浪。

喜报送达的背后，有无数人的付出
与牵挂。

农历腊月二十八，在北京，海军政治
工作部组织局的工作人员仍在汇总统计
各单位喜报送达情况。

各种图表详细记录着海军各基层单
位的喜报寄送情况。

电脑里每一个统计数据的变化，都
对应着军地双方在这方面的联手或接力
行动。此时，所有相关工作人员的想法
只有一个：赶在春节前，让立功受奖人员
的亲人分享这份荣光。

“立功喜报，是我们收到的最好新年礼物”
■本报记者 陈国全 通讯员 胡丹青 安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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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月 28日，送喜报小分
队来到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九皋镇马

沟村，为荣立二等功的某舰舰炮班

班长马少利亲属送来立功喜报。

周道先摄

图②：在报喜小分队安排下，新
婚妻子张娜为丈夫王振宇佩戴三等

功奖章。 张峰毅摄

图③：去年12月底，军地工作
人员将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

四级军士长刘宏亮的喜报送到其家

人手里。 王路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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