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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各地送喜报工作陆
续展开。一封封喜报从军营发出，带着
官兵一年来辛勤的付出与满满的荣耀，
逐一送至立功受奖军人家中。

2020年 12月，退役军人事务部、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
部联合印发《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
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送
喜报工作总体原则和军地职责分工，规
范了寄发喜报、登记建档、送喜报等环
节要求。办法出台带来的显著变化是，
喜报“回家”的速度更快了，对军人的尊
崇之情更浓了。许多官兵说，送喜报全
程彰显了军人军属的荣誉感，营造出尊
崇关爱功臣模范的浓厚社会氛围。

军地协同，喜报到家

有了“时间表”

“今年送喜报的速度快了。”
这是第 80集团军某旅中士洪涛收

到家乡人武部核对身份信息电话时的
第一反应。

洪涛的家乡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
江县的一个小山村，距部队驻地千余公
里。令洪涛没想到的是，以往需要 1个
多月才能到家的喜报，这次仅 3天时间
便到了。很快，正在进行冬季训练的洪
涛接到父亲的电话：人武部和政府部门
工作人员热热闹闹将喜报送到了家
里。一家人看到精美的喜报和“三等
功”字样后，特别荣耀。

从前，官兵在部队立功后，家人收
到喜报的时间，常以月计。

回忆起前些年的送喜报工作，某
人武部领导直言：“由于送喜报工作
职责不清，加之人少事多的矛盾，谁
来送、何时送、如何送，每年情况都不
一样。”

办法出台后，明确了荣获八一勋
章、荣誉称号和一、二、三等功分别由
谁送的同时，还要求立功受奖军人家
庭所在县（市、区）人武部收到喜报和
奖励通知书后，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转
给当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当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收到转来的喜报和奖励通知书
后，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通知立功受奖
军人家庭，在 20 个工作日内会同县
（市、区）人武部将喜报送至立功受奖
军人家庭。

2020 年 12 月中旬，海军航空兵某
部飞行员秦振伟的立功喜报由所在部
队战友送到了河南省临颍县人武部。
很快该县人武部启动送喜报上门程序，
联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一支送喜
报小分队，带着喜报与奖励金前往秦振
伟家。

接过军地领导送来的二等功喜报
和慰问金，秦振伟的父亲笑得合不拢
嘴：“孩子早上刚从部队打来电话报喜，
没想到这么快喜报就送来了，真是喜出
望外！”
“部队的同志在赶来的路上向我

们介绍了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联合退
役军人事务局共同研究送喜报的时
间、流程，又分头联系亲属、县乡村领
导、电视台等单位和人员，联系锣鼓
队，制作牌匾、绶带，当天就把喜报热
热闹闹送到军属手中。”临颍县人武
部政委吴高岭表示，办法明确了职
责、规定了时限、理顺了流程，协调起
来更加顺畅，部队、人武部、退役军人
事务局都有专人负责，解决了长期以
来责任不清的问题，喜报“回家”有了
“快车道”。

这些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不
断增加，人户分离现象普遍，送喜报时
找不到接收人的情况时有发生。针对

实际情况，办法规定，对家庭成员外出
等原因，喜报无法按时送达的，立功受
奖军人家庭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应主动联系协调，商定送
达时间。
“喜报对不同情况送达的不同时间

明确了规定，我们工作起来有据可依，
更有章法了！”一位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工作人员说。

属地负责，送喜报全

程有“登记簿”

“我们为二等功臣薛永江家送去了
立功喜报和政府的奖励金，并详细了解
家庭情况……”1月 19 日，海军某部组
织科干事许金杰感到惊讶又欣喜，喜报
寄出的第 10天就收到了山西省孝义市
人武部的复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随同喜
报寄出的还有一份统一由上级机关制
作的“六联单”，参与送喜报工作的各个
部门分别在获奖信息、奖励通知书、受
奖人员事迹宣传情况等表格上登记相
关信息并留存。许金杰收到的复函就
是其中一联。
“以往经常有战友找我打听喜报

寄送情况，担心喜报寄丢了。”许金杰
说，前几年有的喜报因为中间转手环
节多、时间久，过程中也没有记录，确
实出现过丢失的现象。办法规定，立
功受奖军人家庭所在县（市、区）人武
部原则上应当在收到喜报和奖励通知
书后 30个工作日内，将送喜报、事迹宣
扬等情况函复部队。从寄出到接收，
每个步骤都会登记建档，当地人武部
还会给部队复函，再也不用担心喜报
送不到家了。

近年来，随着军地各级加强尊崇军
人职业相关工作，送喜报工作不断向好
发展。办法要求，立功受奖军人家庭所
在县（市、区）人武部与县级人民政府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分别对立功受奖军
人相关信息登记建档，并分别逐级向本
系统上级部门报告收到喜报和奖励通
知书情况。喜报从寄送、送达到反馈全
流程有了明确规范。
“现在人武部接收喜报后均要登记

立功受奖军人姓名、奖励项目、家属信
息等，还要对喜报、奖励通知书的原件
或复印件进行建档留存，退役军人事务
局收到转来喜报时也及时进行登记。”
今年，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已登记 40余
份立功受奖官兵档案，该区人武部政委
刘翔涯表示，人武部与退役军人事务局
送喜报工作负责人会定期比对核查登
记内容，从源头上防止送喜报工作出现
错漏。

2020年 9月，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依托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全国开
设军队喜报专递业务。各部队到驻地
中国邮政网点寄递喜报，均实行专人专
区操作，单独处理、单独存放、单独归
档，寄件单位和官兵本人可依据邮件号

实时跟踪查询喜报物流信息，邮资由军
队集中支付。
“送喜报邮政专递几天就能寄到人

武部，也能随时看到喜报到哪儿了。”北
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政治工作部宣传
干事李宪龙说。

荣耀家乡，大红花配

上“扩音器”

大红花戴起来，鞭炮响起来，锣鼓
敲起来……1月 14日，湖南省常德市澧
县永兴寺路社区里，人头攒动，十分热
闹。“热烈祝贺黄文杰同志荣立二等功”
的红色横幅醒目地挂在黄文杰家的门
楣上。

在黄文杰家的小院内，军地领导当
众宣读喜报，为军属佩戴绶带和大红
花，并颁发奖励金和“二等功臣之家”牌
匾。附近居民和路过的行人纷纷前来
道贺，掌声不断。一个小男孩从母亲怀
里探出头，眼睛直盯着军属胸前的大红
花看。常德军分区负责摄像的同志录
下了这喜人的一幕。

送喜报现场，一名老党员感慨：
革命战争年代就有表扬军人英勇杀
敌 、“ 把 功 劳 记 在 功 劳 簿 上 ”的 做
法，如今我们的老传统好传统传承
下来啦！

为广泛宣传功臣事迹，常德市将
此次活动影像制成 3分钟的视频短片，
在澧县辖区内 293 个基层视窗滚动播
放，覆盖所有军地部门、县城重要路段
和公共交通系统。“我在路上看到了送
喜报的视频，如果能顺利入伍，我也一
定要在军营建功，为家乡争光。”今年
报名应征的湖南农业大学学生周坤语
气坚定地说。

送喜报如何既热烈又走心？常德
市的做法是一个缩影。办法明确，送喜
报仪式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包括
宣读喜报、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主要成
员佩戴绶带或者大红花等环节。

喜报送得简朴热烈，尊崇在华夏
大地涌动。办法出台后，重庆市巫山
县人武部和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及时
出台送喜报、挂光荣牌匾等具体细则；
立功受奖官兵家属被聘为“征兵宣传
员”宣讲征兵政策，已在陕西省西安市
碑林区开展多年；北部战区空军雷达
某旅政治工作部发起和立功受奖官兵
家属的视频通话，感谢军属对官兵的
理解与支持，并在寄喜报时附上立功
受奖军人在部队工作生活视频的光
盘；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人武部组建
“报喜小分队”，开展“送一张刊载送喜
报仪式新闻的《萍乡日报》、送一份立
功奖励金、赠一个新年大礼包等‘十个
一’”活动；辽宁省盖州市人武部协调
市档案史志中心工作人员，将该市
2019 年度一位二等功臣的先进事迹写
入盖州市 2020年鉴……

实实在在的尊崇，温暖着军人军
属的心。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人武部
干部丁堡垒告诉记者，后续将和地方
政府一同结合办法讨论制定立功受奖
人员奖励标准，在八一建军节等时间
节点集中召开表彰大会，加大宣传力
度，更好激发广大青年应征入伍的政
治热情，增强广大军人军属的光荣感、
自豪感。
“喜报是军人用血汗浇铸的荣

誉，既属于立功受奖的军人，也属于
千千万万默默付出的军属。”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军事部政委张立敏表示，
办法出台后，军地各级需提高思想站
位，切实把好事办好，不仅要送喜报
进家门，更要让喜讯传家乡，让构建
军人荣誉体系的具体措施落地落实，
让看得见、摸得着的荣誉为军人军属
带来更多的获得感、荣誉感，持续凝
聚广大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爱军的质
朴情感，汇聚成磅礴之力，激励新时
代革命军人在强军兴军伟大征程上
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协助采访：焦盛洋、王士刚、马慧

鑫、赵威、贾广宇、赵雷、江楠、程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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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首，一大批为国防和军队建

设作出贡献的军营好儿女成为立功表彰

的对象。让家人共享他们的成绩和荣

誉，让社会知晓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有利

于激励军人军属强军报国的热情，有利

于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功臣的

社会氛围。近期，随着《立功受奖军人家

庭送喜报工作办法》出台实施，全国各地

通过各种简朴热烈仪式送喜报的消息不

断传出，形成了立功受奖“军营花开，香

飘社会”的良好氛围。

喜报凝聚着军人的奉献担当，也凝

聚着军人家庭的奉献付出。喜报送进军

人的家门，温暖着军人军属的心。军人

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受命之日，则忘其

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

其身”。忘家、忘亲、忘身，绝非军人无

情，而是出于对祖国人民的崇高大爱所

以“忘情而至公”。

对作出贡献的军人进行表彰是对

他们的肯定和激励，同时，我们不能忘

了，军属的无私奉献和默默付出是军

人安心服役、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军

功章承载的荣誉也应有军属的一半。

把喜报热热闹闹送进军人的家门，可

以让军属更加理解军人职业的崇高和

伟大，在共享军人荣誉的时候，也搭建

起军人与军属更好相互理解、相互促

进的纽带和桥梁，让家庭共同的荣耀

成为持续激励军人献身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不竭动力。

喜报承载着军人成长进步的荣

光，是党、国家和军队对军人献身国防

事业的褒奖，这份无上的荣光应该受

到全社会的尊崇。通过举行送喜报仪

式，让这份荣光不仅成为军人军属的

家庭记忆，更成为家乡父老乡亲的集

体荣耀。这不仅能够提升军人军属的

社会尊崇度，也能够形成良好的示范

效应，让更多有志青年认识到军营是

一个可以大有作为、建功立业的广阔

天地，进而坚定他们参军报国的意愿

和行动。“军营创功绩，家乡美名传”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这种良好社会

舆论导向，也必将有效激发广大官兵

矢志强军的内在动力，在全社会营造

参军报国的良好风尚。

军人为祖国人民而战，视荣誉重

于生命。当个人荣誉成为家庭共享的

荣光和全社会的集体尊崇时，它所激

发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送喜报工作

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喜报所承载的无

上荣光，曾激发了广大官兵“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

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血性勇气。进入

新时代，继续做好送喜报工作，有利于

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激发广大官兵

备战打仗的热情。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推

动构建军人荣誉体系，对营造尊重关爱

功臣模范的深厚社会氛围、凝聚强国兴

军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为军

人家庭悬挂光荣军属牌、制定出台军人

军属优待目录清单、规范送喜报工作等

一系列举措的落实，全社会尊崇军人有

了更多有力的抓手，军人军属的社会尊

崇度和军人荣誉的社会认可度得到显著

提升，这一系列重要举措必将助力军队

聚焦主责主业、强化练兵备战，加快推动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军营创佳绩，美名传四方
■董栓柱

“孙儿，县里的领导给咱家送喜报来

了！”1月25日上午，爷爷激动地和我视

频，还让奶奶把摄像头对着身上的“军属

光荣”绶带和刚刚挂上家门的“二等功臣

之家”牌匾。

看到视频那头爷爷、奶奶高兴的模

样，远在千里之外军营的我倍感荣光，心

里想：“孙儿为二老争光了！”

2020年，我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

个人二等功。1月14日，表彰大会召开

后，支队第一时间将喜报寄给我家乡河

南省周口市郸城县人武部。令我惊喜的

是，不到两周时间，喜报就送上了门。

送喜报当天，得知县领导要来家里，

爷爷特意起了个大早，把屋子里里外外

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穿上一身新衣裳，早

早地就守在村口迎接。不一会儿，从县

里来的军地慰问人员就到了郸城县张完

乡邵洼村。

一下车，县人武部政委金仁旺紧紧

拉住爷爷、奶奶的手说道：“绍明在武警

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工作很争气，为父老

乡亲争了光，这一份荣誉也属于您们二

老！”说着，金政委为他们披上“军属光

荣”的绶带。

“明娃子立了功，咱们邵洼村也跟着

荣光哩！”听爷爷说，热闹的锣鼓声、鞭炮

声响彻了整个村子，乡亲们纷纷前来道

贺。在县电视台的镜头里，我看到爷爷

奶奶在送喜报队伍的拥簇下，接过县人

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手中的喜报

与慰问品，脸上满是自豪。

身在警营，虽说没能在家和爷爷、

奶奶一起见证这个光荣时刻，但隔着手

机屏幕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老两口的那

份满足。于我而言，这也是对他们的一

份回报。

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我从小是爷爷、

奶奶带大的。自从2009年入伍后，我回

家看望他们的次数屈指可数。

2018年，我荣立个人三等功。因为

听说喜报之前有寄丢的情况，就趁2019

年年底休假时，自己带回了家，并在乡武

装部做了登记。没想到的是，2020年春

节前，乡武装部领导带着慰问品到我家

补上了一个简单的送喜报及慰问仪式。

一个简单的仪式，让爷爷、奶奶很自豪。

他们骄傲地对乡亲们说：“绍明在部队有

出息，立了功，受了奖。”

又是一年。这次喜报到家，锣鼓喧

天热热闹闹，这对爷爷、奶奶更是莫大的

安慰，对我也是莫大的鼓励。

“孙儿，别惦记家里的事，在部队好

好干。”“您二老一定要保重身体！”看着

视频那头戴着“军属光荣”绶带、红光满

面的爷爷奶奶，我郑重地向他们敬了一

个军礼。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今后，我会倍加珍惜火热军营和父

老乡亲给予的荣誉，把部队领导和父老

乡亲的殷切期盼转化为在军营建功立业

的动力，争取再立新功。

那
一
刻
，

我
的
眼
泪
夺
眶
而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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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甘肃省白银市军地人员一道为荣立三等功的某部干部曾瀚武

的家人送喜报。图为曾瀚武家人和他进行视频通话分享喜悦。 杨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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