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文化是人类的精

神家园。拥有共同的语言

文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加强团结、走向强盛的

重要基础和强大动力。我

国 是 统 一 的 多 民 族 国 家 ，

书 同 文 、 语 同 音 、 人 同

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普及使用，是各民族增进

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也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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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这

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长久之策、固本之举，必

须旗帜鲜明推进。

10 月 14 日至 18 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

委员会调研组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围绕“民族

地区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专

题调研。在疆期间，调研组赴喀什地区、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实地走访大中小学校、街道、社区、

企业、文博场所、边境口岸，现场听取情况介绍，

并随机与基层干部群众开展交流互动，听取意

见和建议，探索新时代如何更好推广普及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

发挥高校示范引领作用
加强语言文字服务工作

“提起笔，蘸上墨，静下心，临摹字帖，在宣

纸上调动毛笔，静静感受《颜勤礼碑》的苍劲有

力，《兰亭序》的柔里带刚……”10 月 14 日下午，

当调研组走进喀什大学书法课堂时，只见 10 多

位同学在书法老师的指导下，手执毛笔，一撇一

捺，认真书写。

“我很喜欢学习书法，今年是我练习书法的

第三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我们日常交

流的重要工具，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

它我们能更好地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大三学生古力包斯坦·艾合麦提江用一口流

利的普通话对调研组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

连接各族人民情感的桥梁，以后我会多读书、多

练习，学好普通话、写好规范汉字，为将来建设祖

国边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融合打好基础。”

课堂之外，调研组看到，同学们三五成群地

围坐在一起，欢笑声与讨论声交织在一起，画面

和谐美好。在这里，大家不分民族，共同成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书写青春的绚丽华章。

“青年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学好用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才能为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喀什大学党委书记丁邦文表示，不断提升

青年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并应用于

学习和生活的实践，有利于在潜移默化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据了解，2021年9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

基地（喀什大学）获批成立以来，喀什大学聚焦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推广与研究，做了大

量工作：创新开展“五个人人（全体师生人人会跳

新疆舞、打太极拳、唱爱国主义歌曲、讲历史英雄

人物故事，师范生人人会写毛笔字）”活动；打造语

言文化品牌活动，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及“学习

强国”新疆学习平台开展诵读大赛等。

丁邦文表示，学校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普及，有助于提高新疆各族群众科学文化水

平，促进各族群众创业就业，符合新疆各族群众

乃至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观滴水可知沧海。在新疆这片多元文化交

融的土地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必要

性显而易见。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和视察新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作为事关新疆

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按照“一

地一策”工作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

制，加强系统设计，构建符合当地实际的推普工

作体制，初步搭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

及的“四梁八柱”，着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力量。

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

维护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调研组表

示，学校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

阵地。新疆各级学校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持续巩固提升各学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教学成果，有助于提升新疆各族群众的文化

素质和就业谋生能力，促进边疆地区各民族之

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要进一步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文化润

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巩固拓展已取得的工作成效。

调研组也表示，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同时，也要尊重和保障民族群众使用本

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语言通，文化通；文化通，心灵就能相通。”

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委原书记林铎表示，从目

前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历程来

看，民族地区院校做了大量工作。但从发挥社

会服务职能，助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角

度来看，还有待加强。他认为，民族地区院校应

精准开展语言能力帮扶、语言文化科普和语言

技能教育，积极探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

及的有效路径。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乌恰县政协副主席阿衣

木沙·托合塔洪建议，以高校为依托，从建立学校

政府企业多方参与的协调机构、开发适合从业人

员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课程体系等方面着

手，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应用效能。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教育局招生与考试中心主任关芳芳建议，要继

续压实压紧各级各类学校的责任，开发一批涉

及日常生活交流的基础性教材，整合各类培训

资源，特别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丰富

学习内容、创新学习形式，切实提高各族群众的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多措并举深化学习
构建各族群众沟通桥梁

“艾合买提坚持跟读‘学习强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水平显著提升；玉苏普江提参加了社

区举办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班，越发自信，

实现了就业增收；‘讲好普通话，圆梦你我他’活

动 让 肉 孜 江·阿 布 来 提 的 业 务 工 作 得 到 提 升

……”

在喀什市吾斯塘博依路社区服务大厅，调研

组看到，社区服务活动记录中有这样的一组信息。

“我们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化活动，引导辖区干部及群众积极主动学习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提高群众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全面

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运用。”喀什市吾斯塘

博依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依合巴兰木·米吉提对

调研组说。

吾斯塘博依路社区地处喀什古城腹地，辖区

面积 0.37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1284 户 6279 人，是

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民族团

结嵌入式社区。

“语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交流

与发展。”依合巴兰木·米吉提表示，为打破这一障

碍，社区依托红石榴党员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四史”馆、民宿一条街等载体，制作各式各样的宣传

手册和宣传单，耐心地向辖区群众讲解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重要性。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学讲普通

话”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入家庭。

“曾经的我有很多梦想，但都没有勇气去尝

试，最大的障碍就是不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我的小女儿 9 岁，每天教我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社区还有培训班。现在我开了自己的店，可以

很轻松地和客人交流。”在服务大厅附近的小卖

部，店主阿依加玛丽向调研组分享了自己的学习

经历，“现在的我，心中有光亮，生活有奔头！”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在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国门初级中学，七年级学生

恩珠用流利的普通话为调研组朗诵了唐代诗人李

白的《静夜思》。她字正腔圆的发音、抑扬顿挫的

语调，赢得了一片热烈掌声。

“我特别喜欢语文课，喜欢方方正正的汉字。”

恩珠告诉调研组，她每天放学后都要教爷爷奶奶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奶奶今年 70 多岁了，学

习起来依然很认真。现在奶奶在家不仅坚持和我

用国家通用语言沟通，在外面，她也能和别人做简

短交流了。”

“‘小手拉大手·学讲普通话’对孩子来说是非

常好的历练。”霍尔果斯市国门初级中学校长张悦

表示，孩子们一边教，一边纠正长辈不正确的发

音，不仅提高了家长们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

说、读、写能力，也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使用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习惯。

据了解，近年来，新疆坚持把家庭作为推广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第二课堂”，组织近百万家庭开

展了“小手拉大手·学讲普通话”活动。目前，很多

幼儿园、中小学孩子成为了家长对外交流沟通的

“小翻译”“小助手”。

实现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生活化”，有助于

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调研组认为，应

积极将国家通用语言应用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

之中，包括职业生活、家庭生活、公共生活等各方

面。

同时，调研组也发现，新疆偏远地区的农牧民

尤其是 50 岁以上的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

水平达标率较低。

“要针对群众实际需求精准开展培训。”全国

政协常委、西部战区原司令员赵宗岐表示，在加强

社会面分层分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方面，需

要精细化运作，健全社会面推普机制，并将提升农

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工作作为提升基层组

织力的重要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消防救援局原局长琼色

认为，应坚持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教学语言，充

分挖掘本地各类实训资源，加强“五业”技能培训，

增加直播电商、人工智能等新业态新职业培训。

他建议，将“五史”教育、应急教育等融入技能培

训，创新“技能增收+文化育人”的推广与普及模

式，实现中青年劳动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职

业技能、文化素养多重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政

协副主席桑杰·嘉措建议，加快构建各民族相互嵌

入式居住格局，在社区空间建设上打造交错混居

模式作为重点，使各族群众的居住空间形成“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格局，进而为互相交流创

造条件，同时也为语言学习创造环境。

筑牢强国语言基石
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十月的喀什古城，秋色如画。行进于此，仿佛

置身于浓墨重彩的油画中。

喀什市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

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荟萃之地。喀什古城位于

喀什市中心，在这里，维吾尔族、汉族、回族等多个

民族的商户“比邻而市”，各民族既保留着对传统

习俗、文化的传承，又在彼此借鉴学习中融合。

“请问还有房间吗？”行走在巴格其巷民宿街，

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调研组组长张裔炯随机走

进一家民宿问道。

“对不起，我们这里已经住满了。”民宿员工萨

阿代提姑丽用流利的普通话回答。

据了解，这家民宿是从河南郑州到此地创业

的汉族姑娘王玮开设的。

“目前，我们家除了有民宿，还有一间咖啡馆，

现在生意也越来越好了，我们也给当地群众提供

了就业岗位。”王玮表示，平时，她还教员工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员工们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也越来

越好了。

“我家是古城附近的，在民宿上班三年多了。”

萨阿代提姑丽说，“之前，我的普通话水平不太好，

与住在这里的游客也交流不了，当时很自卑。但

我们老板特别好，主动教我普通话，现在我的普通

话水平提高了不少，可以和游客进行交流，给他们

介绍我们家乡美食、文化等。”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新疆各族群众的工作生

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社会经济发展

和生活的需要已成为推动新疆各族群众传播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要动力。

在康臣药业（霍尔果斯）有限公司工作的阿卜

杜克热木每天下班后，都坚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

“刚刚进入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最大的困

难还是语言障碍。为更好地融入团队，必须提高

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掌握一些专业术

语。”阿卜杜克热木对调研组说，“经过公司培训，

我刻苦学习，如今，我能够游刃有余地完成工作。”

据了解，康臣药业（霍尔果斯）有限公司现有

职工 150 人，其中，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蒙

古 族 、锡 伯 族 、达 斡 尔 族 等 6 个 民 族 的 职 工 110

人。为提升员工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公司采用一对一、一对多教学方式，并组织各类活

动，使员工之间能够深度沟通交流从而提高语言

沟通和协作能力。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目的是造福人民。

调研组表示，就新疆来看，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普及，可以拓宽各族群众获得现代知识的信息渠

道，提升其学习就业技能的水平，方便各族群众生产

生活，也是实现“富民兴疆”目标的必要条件。

强国先强语，强语助力强国。全国政协委员、

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哈里木拉提·阿不都热合曼建

议，新疆各级政府宜创新机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实现培训工作常态化。同时，政府职能部门

应协调相关企业，开发适合基层群众学习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软件，兼顾实用性和趣味性，使其学

习途径更加便利，学习过程充满乐趣。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杨佑兴认

为，要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新疆旅游业开发、

特色农产品销售、经贸活动往来中的服务能力。

他建议，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乡土特色文化融

入乡村建设，打造新兴产业等乡村产业新业态。

同时，利用语言优势推动招商引资、产销对接等工

作，形成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产

业新景观，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

“要充分利用媒体向基层群众广泛宣传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增强推广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

协副主席赵金建议，积极搭建新媒体平台，发布

精心制作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微视频，让各民族

群众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亲近、接受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将“要我学”的学习态度转变为“我要

学”的学习氛围。

张裔炯表示，在新疆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普及，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大事，

是事关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环节。只

有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才能够增进各族

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

庭，共同携手奋斗，长期建设大美新疆。应进一

步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普及程度、

普及质量，创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信息化推广方

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基

础。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筑牢中华民族团结之基
——全国政协民宗委“民族地区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调研综述

本报记者 孙金诚

2021 年 1 月 4 日，在喀什大学培训的拉

齐尼·巴依卡勇救落水孩童，就在他快要拉住

孩子的瞬间，冰面破碎，掉入刺骨的湖水，他

用冻僵的身体和所有的气力托起孩子，坚持

了漫长的 10分钟。最终孩子获救，他却不幸

牺牲，年仅 41岁。同年 3月 3日，中宣部追授

拉齐尼·巴依卡“时代楷模”称号。

拉齐尼·巴依卡生前是新疆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的一名护边员，一

直坚守在帕米尔高原边防一线，其一家三代

人 70 多年守边护边的爱国奉献壮举传遍新

疆内外，英雄精神感动无数人。

调研期间，记者跟随调研组走进拉齐尼·

巴依卡的家，近距离感受英雄不平凡的人生。

“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快请进，快请

进。”刚进大门，拉齐尼的父亲巴依卡·凯力迪

别克疾步迎了出来，“我家的大门一直敞开

着，这不仅仅是我的家，更是每个被拉齐尼精神

所感召的人的家。”

推开家门，只见数十平方米的展览馆里摆

放着拉齐尼儿时以及戍边时的照片，每幅都被

擦拭得干干净净。馆内循环播放着拉齐尼生前

最喜欢的塔吉克族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拉齐尼当兵的照片”“这是拉齐尼在

巡逻途中的照片”“这是他获得‘全国爱国拥军

模 范 ’的 照 片 ”“ 这 是 他 参 加 全 国 两 会 的 照

片”……看着一张张生动鲜活的照片，仿佛拉齐

尼就站在大家的面前。

“这是一幅令人心酸的全家福照片。”讲解

员艾提尔古丽介绍，这幅全家福并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全家福，而是在拉齐尼离世后，巴依卡为

了弥补孙女“全家没有一张合照”的遗憾，带着

家人们专门去到天安门广场补拍，并后期拼贴

上拉齐尼的一张“全家福”。听到这里，调研组

成员们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有义务扎根边

疆、建设边疆，维护祖国统一。我一定要把我们

祖国的边境线保护好，只要我的身体健康，我会

一直做护边员，守好我们的祖国。”这是 2020年

11月 24日拉齐尼·巴依卡当选全国劳动模范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话。如今，这铮铮誓言已经

深深镌刻在帕米尔高原的群山之巅。

“拉齐尼不仅是我的好兄弟，也是我的榜

样。”玉克赛克·西加艾提委员的家距离拉齐尼

家仅有 6 公里，两人小时候常一起玩耍，“看着

照片中那个骑在牦牛背上、头戴塔吉克族毡帽、

黝黑脸庞上总是挂着憨厚笑容的拉齐尼，好像

又看到我们的‘帕米尔雄鹰’飞回来了。”玉克赛

克动情地说，“拉齐尼生动践行了党员的初心使

命，也是民族团结的典范，我要学习他的家国情

怀，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立足工

作实际，把自身工作做扎实，同时，履行好委员

职责使命。”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鲜得使人不忍离去，

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走出展览馆，

这首塔吉克族民歌却一直萦绕在每一位调研组

成员的耳边。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本报记者 孙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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