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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语言文字战
线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

新发展格局，取得一系列新发展成就，具
有五个鲜明的发展特点。

一是站位更高远。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的重要论
述，深入把握语言文字作为文化资源、经
济资源、安全资源、战略资源的深刻内
涵，将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理念提升到服
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强语助力强国的高度。主
动对接国家安全、祖国统一、大国外交
等党和国家大局中的语言需求，以大情
怀、大视野构筑大格局，全口径推进语
言文字工作，全视角关注社会语言生
活，全方位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这十年
来，语言文字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二是初心更坚定。牢
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的初心宗旨，自觉融入打赢脱贫攻坚
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洪
流，自觉融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
斗争，主动服务人民群众的多样化语言
需求，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国范
围内基本普及的奋斗目标，推出一大批
服务社会应用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和信
息化资源平台。这十年来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在党的语言文字事业百年历程中熠
熠生辉。

三是内涵更丰富。拓展事业发展内
涵，加大语言文化建设力度，将中华优秀
语言文化的传承、发展、弘扬、传播作为
新时代重要工作任务，通过一系列重大语
言文化工程，不断在全社会掀起“汉字
热”“诗词热”“传统文化热”，产出一大

批基于专业研究、可以永
续留存、正在走向世界的
语言文化成果。这十年
来，语言文字事业主动融

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高度的
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四是视野更宽广。坚持胸怀天下，树
立全球视野。世界语言大会和《苏州共
识》、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和《岳麓宣
言》、双边多边语言文字国际交流与合
作、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中文
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走出去”和“请
进来”相结合的机制建设，亮点纷呈。这
十年来，语言文化国际交流合作取得重要
突破，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国际影响力持续
提升。

五是体制更完善。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部署，坚持大语言文字工作思
路，积极向现代治理转型。国家语委委员
单位不断充实、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语言
文字法治建设取得突破，语言文字
科研体系日渐成熟，人才队伍体系
建设更加有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
体系基本形成，治理能力显著提

升。其中，语言生活皮书在推进语言文字
治理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十年来，
语言生活系列报告即皮书从一种快速发展
到“4+N”类，京、穗、沪等地先后推出
城市和区域语言生活皮书，打造皮书系列
方阵。皮书全面报告语言文字的政情、社
情、学情和世情，向社会传播和谐语言生
活理念，为社会语言文字应用解疑释惑，
向政府各部门提供语言文字决策参考，向
学界推广语言研究理念、提供扎实权威的
研究资料，资政、启民、育才的功能全面
显现，为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岁月不居，未来可期。“十四五”时期是
语言文字事业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五年，相信语言文字战线一定能抓
住机遇、应对挑战，秉承家国情怀，努力开
创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新局面。

（作者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
大学教授）

开创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新局面
黄德宽

自2015年起，开展对汉
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资
源的调查、保存、展示和开
发利用，共完成 1700多
个田野调查点的调查，范
围涵盖全国31个省（区、
市）及港澳台地区的120
余个语种及其主要方言，
收集原始文件数据超过
1000万条，建成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
源库120

3300
多万

2018 年，《国
家通用手语常用
词表》《国家通用盲
文方案》发布实施，我
国3300多万听力和视
力残疾人有了自己的
“普通话”和“规范字”

语言文字法治建设不断完善，形成
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
依据、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地名管理条例》等
80余部法律、法规、规章和
单行条例的语言文字法
律法规体系80

这

教
育

十年特刊

十年来，全国普通话普
及 率 从 70% 提 高 到
80.72%，识字人口使
用规范汉字比例超过
95%，文盲率下降至
2.67%

80.72
%

整理译写 1000余条反
映国家和中华民族话语
体系中最核心、最本质
的思想文化术语，出版
四大系列图书，建成5
个开放的思想术语数据
服务平台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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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8 年 5 月，国务院
扶贫办、教育部启动实施“学
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工
作。 资料图片

②“中华思想文化术语
传播工程”梳理了反映中国
文化特征和民族思维方式、
体现中国核心价值的思想文
化术语。图为《中华思想文
化术语》丛书。 资料图片

编者按：强国必须强语，强语助力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语言文字战线胸怀“国之大者”，砥砺奋进、开拓创新，推动语言文字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和
历史性成就，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撑。

语言文字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经
济资源、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语言文字
事业是一项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全民
性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
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语言文字事业
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成就，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各民族参与伟大复兴进程和共
享伟大成果贡献了力量。十年来，全国普
通话普及率从70%提高到80.72%，识字人
口使用规范汉字比例超过95%，文盲率下
降至2.67%。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指普通话和
规范汉字，其使用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
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在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姚喜

双看来，语言是思想上
层建筑的重要部分，

在国家和民族内部
起着凝聚人心，

形 成 国 家 认
同、民族认

同和文化

认同的重要作用。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蒙古族第二幼儿园里，孩子们用普通话表
演情景剧《国家的孩子》，绘声绘色地讲述
着一段超越血缘、地域和民族区隔，大爱
交融的历史佳话。创新的教学形式，不仅
让学习普通话常态化，更让民族团结进步
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广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

2003年，在维吾尔族占99.5%的南
疆农村，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不会说国家
通用语言。库尔班·尼亚孜创办的乌什
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成为了
新疆第一所民办国家通用语言小学。库
尔班·尼亚孜说，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让
他能去内地学习很多先进思想，希望通
过创办学校，让更多的孩子学好国家通
用语言，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拥有
更光明的未来。如今，这所小学已有
1161名学生毕业，其中300余名考入了
上海、天津等地的高校。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还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忻
城县是原国家深度贫困县，村民交流多
用壮语，与外界交流存在很大的语言障
碍，外出务工受阻。近年来，忻城县开
展青壮年农民“普通话+技能”培训、教
师普通话培训及“小手拉大手”等活动
100余场次。如今，忻城县41.82万人会
说普通话，占总人口的97.6%。敢于与外
界沟通，他们走出大山、走向社会，实
现了就业和脱贫致富。

语言多样性是人类重要的遗产，每
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或群体的独
特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是
整个人类的损失。因此，在推广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同时，国家还在科学保护
各民族语言文字。

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
保工程”），开展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
语言资源的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
用。“语保工程”共调查收集到全国34
个省区市（含港澳台地区）120余种语言
和各地方言1700多个调查点的原始文件
数据超过1000万条，建成了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语言资源库。

“‘语保工程’对全国各地方言开展了
全面系统科学的抢救性调查记录，获得了
海量的第一手原始语料。这批语料具有
唯一性和不可迭代性，是无价之宝。”中国
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家、浙江师范大
学教授曹志耘说。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

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语言文字是时代发展和变迁的印
记。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语言文字
不断适应人类现实的交际需求，记录人类
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成果，是文明传承的

重要载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
化是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一抹亮色。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2020
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
合印发《“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
程”总体规划》，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
目前，16家首批入选的平台单位共组织
了42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工程建设，并陆
续推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吉林大
学藏甲骨集》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成果。

近年来，学习中华经典文化的热潮
在全社会掀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
文化成为了每个中国人的自觉行动。

从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华经典诵
写讲大赛、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和中国成语大会，到全国大学生党
史知识竞答大会、《人间正道是沧桑——
百年红色印迹手绘本》……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形式愈加丰富，对中华文
明深切的价值认同正在人们心中逐渐建
立，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诗词让古人和我们能够近距离对
话，让古代的诗词能够在现代的环境中
焕发新的生机。”中国诗词大会第七季
总冠军姜震表示，“我们不能忘记中华
民族曾经走过几千年的道路，也不应该
为未来感到迷惘。”

语言文字对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也
具有特殊作用。

2014年，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
程启动。截至目前，该工程已整理出版
1000条术语，在海内外出版图书100余
种，与“一带一路”沿线28个国家开展32
个语种的国际版权合作。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
“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永久性文件
《岳麓宣言》在长沙举办的世界语言资源
保护大会上发布，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

从2017年至2019年，中国北京国际
语言文化博览会和系列学术论坛连续举
办三届，近百位国际组织代表和外国驻
华使节参加有关活动。

…………
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展示我国语

言文字事业发展成就、优秀语言文化和
语言科技成果，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清华
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这十年来语言文
化国际交流合作取得了重要突破，我国
语言文字事业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固本强基、守正创新

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对语言文字工作
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语言文字
法治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不断加强，一系列文件、制度相继出台
和实施，绘就了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路线图——
语言文字法治建设不断完善，形成了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依据、涵
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地名管理
条例》《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等80
余部法律、法规、规章和单行条例的语言
文字法律法规体系。

发布 《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
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
言政策研究报告》《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
告》等43本语言生活皮书，引导社会语
言生活和谐发展。

…………
十年来，新科技也在助力语言文字信

息技术和资源建设加速发展。语言文字
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工程的实施，
加大了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力度，
先后上线转换准确率达99%的“汉字简繁
文本智能转换系统”、涵盖古今各时期8
万多汉字信息的“汉字全息资源系统”、收
录35款历代书法名家字体的“中华精品
字库”、收录近千项语言资源的“国家语委
语言资源网”等资源。

今年5月底，“汉字文化馆”在新疆
喀什地区泽普县赛力乡中心小学、依玛
乡中心小学、波斯卡木乡中心小学和泽
普县第三小学落成并交付使用。“汉字文
化馆”把汉字知识和文化宝库集成在一
间多功能场馆内，结合AR技术，打造
出现实和虚拟实时交互的汉字文化沉浸
式学习空间。

走进“汉字文化馆”，墙面上贴着
“二十四节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内容，孩子们拿起设备“扫一扫”就
可以看到生动活泼的动漫讲解。“我非常
喜欢这里的环境，在这里上课很开心，
我喜欢汉字，我觉得它们非常有趣，希
望可以经常来馆里学习。”赛力乡中心小
学三年级的同学兴奋地表达了对“汉字
文化馆”的喜爱。

与此同时，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在
2019年正式上线，仅用两年时间发展用
户610万人、覆盖全球182个国家和地
区。此外，为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挑
战，平台聚焦海外中文学习者上线了国
际版APP，更好地发挥网络教育优势，
服务海内外学生“停课不停学”。

近年来，语言文字人才队伍建设也
在不断强化，为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高质量的
人才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122个国
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打造“三班一盟
一论坛”中青年人才的培养框架，培养
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2135名，人才
骨干力量不断壮大。

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
语言文字事业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
步前行，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力
支撑。

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张赟芳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