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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喜报频传。随着从军营
发出的喜报纷纷寄达立功受奖军人家
乡 ，各 地 送 喜 报 活 动 正 如 火 如 荼 开
展。自《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
作办法》出台后，送喜报活动日益规范
化、常态化，已成为社会认同度高、影
响力强的一项拥军优属活动，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有效促进了军人荣誉体
系建设。

送喜报不止于报喜。今年，各地丰
富送喜报方式方法，在规范流程的基础
上进行更多探索。有的隆重举办送喜
报仪式，让立功军人成为全城荣耀；有
的在送喜报的同时开展优属活动，让军
人家属共享荣光；有的结合送喜报活动
开展征兵宣传、国防教育，让立功受奖
军人成为青年榜样。立功喜报励兵志，
光荣榜单聚民心，本期我们一起关注多
地送喜报的生动实践。

——编 者

国防论坛

“丈夫荣立军功，我感到特别骄傲，

这些年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1 月

3 日，江西省萍乡市军地联合组织集中

送喜报活动，来自 5 个县（区）的立功受

奖军人和军属共 43 人走上领奖台，军

地领导为他们佩戴绶带、送上立功喜

报、发放奖励金和慰问品。军嫂兰凤英

接过丈夫夏禹杰的立功喜报后感慨。

“每一名军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

默支持的家庭。”活动现场，萍乡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邀请

立功受奖军人家属参加集中送喜报活

动，就是为了让军属共享荣光，增强荣

誉感、获得感。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屏幕上的“崇军

荣属”4个字格外醒目。上台的军属人人

身披红绶带，容光焕发。许多军属拍照

发到微信朋友圈，和亲朋好友分享喜悦。

活动结束，来自安源区安源镇的湛

园平说：“这是我第一次身披绶带，都是

沾了女儿的光。”他的女儿湛小燕是一名

军医，去年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

为进一步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

和权益保障，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

心国防的浓厚氛围，萍乡市军地在集中

送喜报的基础上，组织“崇军荣属·荣光

之旅”活动，安排荣立三等功及以上的

军人家属免费体检、参观城市地标、游

览红色旧址。

“这里是我们萍乡的地标，以前就

来过，但这次和立功军人家属一起参

观，感受很不一样。”在安源路矿工人运

动纪念馆，二等功臣姚波的父亲姚国云

告诉记者，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每个人

都看得格外仔细。

活动中，萍乡军分区还协调地方文

旅、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统一安排车

辆接送和食宿，游览时邀请专业人员讲

解，体检时开通绿色通道、设置体检专

区，为军人家属提供专属服务。

“送喜报活动是拥军优属的一项重

要内容。”萍乡军分区领导介绍，2019 年

以来，萍乡市先后为 130 余名荣立三等

功及以上的军人家庭送喜报。

萍乡市还邀请立功官兵和家属进

校园、进社区，介绍立功事迹、讲述拥

军故事，激发广大青年投身国防事业

的热情。

江西省萍乡市—

军属优待享荣光
■胡 南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图⑤：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立功军人和军属到适龄青年

家中进行征兵宣传。 刘建华摄

图⑥：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军地为二等功臣李韬家送喜报，同

时颁授乡村国防教育家庭示范站牌匾。 蒋晓娜摄

“马雪华同志在部队刻苦训练，多

次在比武竞赛中夺得名次……”1 月 3

日，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镇四山村

村民马汝杰家热闹非凡，军地领导一起

为他的儿子马雪华送来三等功喜报，并

举行乡村国防教育家庭示范站揭牌仪

式。活动现场，人武部领导向乡亲们讲

述马雪华的立功事迹，农家小院传来阵

阵掌声。

结合送喜报活动建设乡村国防教

育家庭示范站，是宿州市深入乡村开辟

国防教育新阵地的一个举措。一直以

来，乡村是全民国防教育相对薄弱的地

带，活动缺阵地、宣讲缺人才。对于村

民来说，身边的立功官兵就是献身国防

的榜样，发动功臣家庭参与乡村国防教

育是一个有效方式。去年 2 月以来，宿

州市已陆续为 300 余名功臣家庭挂牌

乡村国防教育家庭示范站。

“我们按照一人一站（一名立功军

人一个示范站）、一站一案（一个示范站

一个宣传文案）的思路，打造广泛覆盖

的乡村国防教育家庭示范站。”宿州市

全民国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介绍，他们按照边送喜报、边挂牌、边建

设的思路，结合功臣家庭房屋布局建设

示范站。一般设有军史空间、国防视

野、功勋荣誉等 5 个部分，同时设置报

刊栏，订阅军事类报刊。各级以示范站

为阵地，不断完善教育内容，丰富教育

载体，不定期组织广大村民在农闲时节

就近就便到示范站学习交流，打造乡村

国防教育家庭课堂。

在埇桥区曹村镇某部军官潘瑞家

中，有一个专门房间建成乡村国防教育

家庭示范站。房间里，“一等功臣之家”

的牌匾十分亮眼，右侧展示柜上方摆放

着一等功、二等功喜报，下面是“优秀学

员嘉奖”等证书奖牌。墙上张贴着“卫

国戍边英雄群体”等宣传画。

“乡亲们农闲串门时，我就给他们

讲一讲。前段时间，村里小学还组织学

生来我家参观学习呢。”潘瑞的父亲潘

庆刚告诉笔者，示范站建成后，区人武

部专门组织了培训，加上自己平时注意

学习，如今已是一名合格的讲解员了。

有了示范站，村民们平时聊天多了国防

故事，青少年心中也种下报国种子。

安徽省宿州市—

打造乡村新课堂
■苗 建 彭流萍

“ 兰 峰 大 哥 ，听 说 你 家 读 大 学 的

儿子回家了，我们特意来给他讲讲征

兵 政 策 。”1 月 1 日 ，到 云 南 省 禄 劝 彝

族 苗 族 自 治 县 撒 营 盘 镇 芝 兰 村 李 成

龙家送完喜报，县人武部领导随即来

到 同 村 应 届 大 学 毕 业 生 史 朝 允 家 进

行征兵动员。

“李成龙大哥又立功的消息，让我

心潮澎湃，点燃了我的从军梦。”史朝允

说，今天一早就听到锣鼓响，鞭炮声从

村头响到村尾，平日宁静的小山村热闹

非凡。军地有关部门组成“报喜团”，带

着立功喜报，捧着鲜花，拉着横幅，来到

李成龙家向他的父母送上“二等功臣之

家”牌匾和奖励金。

李成龙已连续 3 年担任县征兵形

象大使，他的事迹传遍全县。李成龙

2013 年入伍，先后 3 次参加国际军事比

武，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

“ 我 也 想 成 为 像 他 那 样 的 优 秀 军

人，为家乡增光添彩！”史朝允说，李成

龙曾到学校做过征兵宣传，他也经常在

宣传栏里看到李成龙的精武事迹。

在南屏步行街、翠湖公园等昆明市

多处景点的宣传栏和电子屏幕上，不仅

有李成龙的照片和事迹介绍，还有其他

立功受奖军人的照片和送喜报视频，吸

引大批群众驻足观看。

“ 满 大 街 都 能 看 到 儿 子 的 立 功 事

迹，别提多光荣了！”这两天，家住寻甸

县凤合镇务嘎村的华天乔、徐正会夫妇

满脸喜气。他们的儿子华兴明在部队

表现优异，荣立二等功。

“做好功臣事迹的宣传有助于扩大

送喜报的社会效应，让立功受奖人员成

为军民心中最亮的‘星’。”昆明警备区

动员处参谋李彦谨介绍，他们联合地方

相关部门开展“千屏联播展军功”活动，

将昆明籍官兵建功军营的事迹制作成

海报、短视频，在全市主要街道、商场、

车站等人流密集处张贴播放。

昆明市征兵办还及时推送征兵工

作动态信息，张贴征兵宣传海报，邀请

立功受奖军人现身说法，激励更多有志

青年投身国防事业。

云南省昆明市—

征兵代言树榜样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军

警车开道，锣鼓喧天……1 月 7 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军地联合

组织“送喜报传军功”活动，由车队、小学

生乐队以及干部群众代表组成的送喜报

队伍，在彭阳县城巡回宣传后，将 6 份立

功受奖喜报逐一送至彭阳籍官兵家中。

这次送喜报活动获得全县人民广泛关

注，全城像过节一样热闹。

“隆重的仪式胜过千言万语。”固原

市委领导介绍，他们将送喜报活动当作

特殊的节日，大张旗鼓浓厚氛围、媒体平

台大力宣传，让全市人民都感受到荣立

军功的荣耀。

记者了解到，元旦前后，固原市各县

（区）陆续收到部队发来的立功受奖喜

报。该市军地各级迅速行动，由军地领

导带领“送喜报小分队”将喜报送进家

门，力争让立功人员声名远扬、让军人家

属喜上眉梢。

记者看到，送喜报队伍一路绕行彭

阳县城兴彭大街、广安路、康居路、军民

路等主要路段。随着车队缓缓而过，许

多 群 众 自 发 前 来 ，在 道 路 两 旁 鼓 掌 祝

贺。市民牛铁梅感慨：“看到这么多从咱

县走出去的军人立功，就像看到自家人

立功一样，特别开心、特别自豪。”

榜样力量催人奋进，功臣事迹鼓舞

人心。当前，正值 2024 年上半年征兵宣

传阶段，固原市军地结合送喜报活动，开

展“播军功事迹、贴功臣海报、讲从军经

历”活动，利用商场、广场等地电子屏幕，

电视台黄金时段展播固原籍官兵立功受

奖事迹。他们还在交通枢纽、便民服务

站等处张贴光荣榜，让“强军路上固原

兵”“走”到群众身边。

隆重的送喜报仪式，不仅激发了群

众的崇军尚武热情，也鼓舞了立功受奖

官兵。在彭阳县康居街道康居苑小区，

“送喜报小分队”尚未上门，海军某部军

官李明家已有许多群众闻讯赶来。看着

军地人员高举“一人立功、全县光荣”横

幅，将“二等功臣之家”的牌匾送到李明

家，乡亲们也感到格外荣耀。现场，李明

父母视频连线在军营的李明，分享家里

热闹的场景。李明表示，要以更好状态

投入训练，争取再立新功。

记者了解到，目前，固原市共收到立

功受奖喜报 120 余份，其中超过 30%来

自 高 原 边 防 一 线 。 接 到 喜 报 后 ，各 县

（区）举行各具特色的送喜报活动，营造

从军报国、无上光荣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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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部队总结表彰工作陆续

开展，各地送喜报活动正在军地各级

严密组织下紧锣密鼓推进。

喜报一张纸，重胜千两金。军人

在训练场摸爬滚打，扛起保家卫国的

重任，却每每亏欠亲人，不能时常承欢

父母膝下、陪伴妻儿身旁。军人的军

功章里，凝结着父母支持的深情、配偶

奉献的辛劳。隆重热烈地为立功受奖

军人送喜报，既是给军人家庭报喜，让

军属分享荣光，也能有效激励军人再

立新功，更能激发全社会热爱国防、崇

军尚武的热情干劲。

克劳塞维茨说，在一切高尚的感

情中，荣誉心是人的最高尚感情之一，

是战争中使军队获得灵魂的生命力。

电影《长津湖》中，“神枪手”、营长谈子

为曾对新兵伍万里说，没有冻不死的

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

的荣耀。自创立以来，我军功勋荣誉

制度在战争中发展，激励着一代代官

兵为党和人民浴血奋战、屡建奇功。

同时，送喜报工作也于战争年代发源，

在和平时期发展。1946 年 10 月，苏鲁

皖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在为官兵建立

“功劳簿”的基础上，开展群众性立功

运动。同年 11 月，《解放日报》发表评

论，号召各解放区广泛开展这一运动，

寄立功喜报的做法被各部队普遍采

纳，并逐步规范。

上世纪 50 年代，先后颁布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草案）》《中

国人民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

（草案）》对向立功军人家乡、家庭报

喜和寄喜报进行明文规定。抗美援

朝 战 争 时 期 ，志 愿 军 政 治 部 统 一 了

志愿军各部队的立功标准和评功方

法 ，在 前 线 开 展 广 泛 的 杀 敌 立 功 运

动 。 在 祖 国 大 后 方 ，各 地 纷 纷 进 行

拥军慰问、召开贺功大会、宣传英模

事 迹 。 前 后 方 、军 地 共 同 开 展 的 活

动 ，有 效 激 励 了 前 线 将 士 舍 生 忘 死

的 血 性 胆 气 、有 力 提 升 了 群 众 参 军

报国的热情。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无论是

战争年代的立功运动、贺功大会，还

是和平时期的评功评奖、欢送喜报，

有 效 唤 醒 了 军 民 的“ 荣 誉 心 ”这 一

“ 最 高 尚 感 情 ”。 进 入 新 时 代 ，全 国

各 地 落 实《立 功 受 奖 军 人 家 庭 送 喜

报工作办法》，创造性开展送喜报工

作，有的将功臣事迹载入县志、推上

媒体，广泛宣扬；有的注重以仪式感

增强荣誉感，让军人军属同享荣光，

让家乡人民共学榜样。这些隆重的

送喜报活动让平时默默奉献的军人

军 属 走 到“ 聚 光 灯 ”下 ，也 为 家 乡 的

父 老 乡 亲 树 立 了 可 亲 可 爱 、可 追 可

及的身边榜样。

可以想见，广泛宣扬身边榜样，乡

亲们教育引导子女将更有说服力，家

乡青年会更明确人生的目标方向。基

层武装工作者把功臣之家建成国防教

育示范站，用“先行者”的事迹开展动

员、请“过来人”现身说法，必将激励更

多优秀青年参军报国。

欢歌传喜讯，仪式励士气。喜报

送到军属手中，荣光照耀群众心田。

送喜报是军队与地方、军人与家乡的

“双向奔赴”、双向激励，产生的社会

效益持久而深远。各地各级应高度

重视、因地制宜，充分利用送喜报活

动宣传优秀军人精武荣光，汇聚爱国

拥军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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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报送到家 荣耀满故乡
—多地创新开展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活动

图①：江西省瑞昌市军地代表为荣立三等功的

军人家庭送喜报。 王 剑摄

图②：江西省萍乡市立功军人家属阅读当地报

纸刊发的光荣榜。 王 欣摄

图③：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立功军人家属收到

喜报。 张景波摄

图④：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军地联合组织

“送喜报传军功”活动。 张凯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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