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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road of popularizing Putonghua and helping to get rid of poverty, the role of Putonghua is self-evident. The 

promotion of Putonghua is not only to solve the language problem, but also to get rid of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overty, promot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highlight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At the four 

session of the thirteen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en the Inner Mongolia delegation deliberated,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ressed: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deepest identification, the root of national unity and the soul of national 

harmony. We should conscientiously do a good job in populariz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use of national unified textbooks. "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popularization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will help consolidate the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mak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become an important symbol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mage.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al economy, and the promotion of 

Putonghua is obviously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for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oday, with the Internet so developed, we can completely change the previous 

methods and achieve efficient result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 In addition, since we are a multi-ethnic country, 

we should retain this feature, ensure the popularization rate of Putonghua,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languages (dialects), not only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national citizens, but also retain the 

diversity of na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strive to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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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普助力脱贫攻坚道路上，普通话的作用不言而喻，推广普通话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为

摆脱文化思想上的贫困，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彰显人民团结统一性。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

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推广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助于夯实语言文字认同的重要基石，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国家认同和体现国家形象

的重要标志。 

研究指出语言和社会经济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推广普通话显然是脱贫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各个地区不同

情况应采取针对性措施，而且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一改以往的方法，借互联网之便取得高效

成果。另外我们既然是个多民族国家就应该对于该特点给予保留，在确保普通话普及率同时做好对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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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既提高国家公民整体素质，也保留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努力奋斗。 

关键词：普通话 语言扶贫 文化扶贫 民族语 方言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新的阶段；

至去年，我国实现了确保解决地区性整体贫困的目标。

在这一时期，我们发现语言与贫困的形成有一定的相

关性，而语言文字也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大重点。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所开展的扫盲运动

和推广普通话运动，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1 年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2011-2020）》，在扶贫政策文件中首次明确提

出“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 2017 年晚

些时候，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了《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中提出“扶贫先要

扶智，扶智应先通语”，由此可见在定向扶贫、精准脱

贫中通用语言的作用相当重要。 

2020 年以后，我们应积极巩固扶贫成果，并且把

推普、扶智、和扶志放在首位；当然，通用语言的发

展对于整体脱贫有着主导推动作用，积极推广普通话

助力脱贫攻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期

发展再添新动力。 

1.2研究内容与方法 

文章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语言文化对地方经济及政府工作

开展造成影响。 

第二部分研究分析造成影响的因素；各民族语言

文化多样，语言推广面窄以及语言环境特殊，信息边

缘化等。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统一的语言对于促进民族

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作用，推广普

通话与保护方言传承，推普保方并不矛盾，也确有其

必要性。 

第三部分结合文章中的问题及分析，并结合当前

国情提出解决建议。语言发展需要时间，推普是个长

期问题，推普工作中不能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应当

注重推普工作常态化稳步推进。 

研究方法；以文献资料法为主，为满足此篇文章

写作需要，查阅并收集了大量前辈学者所作有关推普

脱贫学术研究及报刊书刊资料，并进行整理分类，提

取出与此次研究相关内容，以便为文章后续写作及修

改提供有力参考。 

2 语言文化贫困对地方政府工作及地区经济

直接或间接造成影响 

2.1 语言贫困影响政府工作开展 

就西藏而言，援藏干部都由政府统一调配，其中

部分人掌握一定基础藏语但仍有大部分人不懂藏语，

就连基础的日常交流都是问题，随即矛盾便产生了。

即使近些年网络和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得藏族同胞有

部分人基本上可以听得懂汉语普通话，但那些来自内

地的干部职工自己本身普通话水平就相当有限，在面

对当地不会讲汉语的藏族同胞时矛盾凸显，办事效率

大打折扣。 

在藏区基层，乡镇农牧民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至

今仍听不懂或不能熟练使用普通话，而在这部分人当

中多数为文盲或半文盲，在牧区人民看来，读书并没

有太大实际用途，不如放牧养牦牛，因此高素质教育

也难以扎根，对于其小学初中阶段孩子来讲，去学校

完全只是为能识字而读书，而老师教的也大多以藏语

为主，久而久之，学习汉语变得极为复杂。 

在基层乡镇，农牧民办事基本都找区内干部，如；

开证明、申请上户、申请销户、给车加油等等，拿来

的单子都是藏语书写，内地过去的援藏基层干部根本

无法看懂，再遇到区内干部休假回家，就会出现和农

牧民之间工作无法开展的情况。 

因此基层政府在平时工作开展上相当困难，群众

因为贫困代际相传，意识不到语言的重要性，所以在

平常工作开展中国家政府的政策推行十分艰难，根源

在于他们很难理解为何要这样干，该干什么。这在国

家政府和群众间便形成完全不理解的隔阂，这无疑会

影响到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 

2.2 部分地区普通话普及率低间接导致地方
经济发展迟缓 

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不能熟练掌握普通话，

在这部分人当中以农村人口为主。茶余饭后闲谈以及

日常交流，其语言习惯多侧重于使用本地方言。 

据统计我国有约 129 种方言，而以汉族为主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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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方方言、和其他六大南方方言；另外还有藏语等

一些民族语，这些语言共同造就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

家的语言多样性。五千多年来，众多语言孕育了我们

悠久的中华文明。它们是文化的活化石，代表着独特

的民族文化。他们传承了几千年，有着丰富的文化底

蕴。 

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些方言和众多民族语言当今

却对个人、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近些年进城

务工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自农村来到各大城市的男女

老少在各自家乡早已习惯用方言交流，因此都面临着

同一个问题“普通话说不好”，在应聘各种待遇优厚

的工作时，首先一条要求熟练掌握普通话就将其拒之

门外，这在 2021 年的今天显得有些讽刺，但也反应

出普通话对于个人收入水平有很大影响，掌握多种语

言比只掌握一种语言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获得

更多就业机会。 

3 影响存在原因及语言保护 

3.1文化多样语言统一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绵延至今

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保

持“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总体格局，很重要的一

个原因就在于拥有统一的语言文字
[18]

。可以说，在中

华民族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宝库中，多元多样的语言

文字是要素和动力，朝向一体的发展进步是主线和方

向，二者辩证统一
[1]
。从秦朝“书同文、车同轨、行

同伦”，到北宋将“楷书”作为正体；从汉代扬雄《方

言》中所谓“通语”，到宋代《广韵》、元代《中原音

韵》、明代《洪武正韵》、清代“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

言”，再到近代“白话文运动”，其中有一条清晰可见

的历史线索，就是不仅需要一种全国通用的书面语，

还要有一种大家都能懂能说的共同语作为口头交际

工具，亦即从多元多样的语言文字中找寻“天下通语”，

实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
[18]

。这是中华文明赓

续绵延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8]

。

另外语言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往往

经济发展落后的山区及一些偏远乡村，其地区语言发

展也相对落后，普通话普及率格外低下。另外再看那

些发达国家往往其语言都具有同样的高度统一性特

点，这说明语言和贫困之间具有相关性，而我们国家

在语言的标准化上还需努力跟进，做到最大程度上的

标准语言普及。 

3.2多民族国家语言类型多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有

56 个民族、73 种语言；30 个有文字的民族共有 55 种

现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 26 种。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

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

形成认同
[21]

。”只有书同文、语同音，方能心相通、情

相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国语言

文字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成

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言文字事业发展

道路
[21]

。正是借助于多年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

普及，从乡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各族群众在全

国范围流动更加频繁，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交往交流更

加密切，经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精神文化生活融合

更加深入。通过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作用，

进一步促进交往、加深交流、拓展交融，符合各族人

民的利益福祉，已经成为各族群众的共同需求，有利

于促进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繁荣发展，“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
[21]

。 

3.3 语言推广面窄语言环境特殊 

就西藏而言，目前主要语言仍然以藏语为主，这

是国家对于民族语言保护的体现，但也为通用语言在

西藏的推广普及造成困难。当前西藏通用语言推广途

径较为单一，多数时候藏族群众都以藏语为主，而只

有在医院等一些特定场合才使用普通话，推广面小难

以达到预期效果，再一个西藏地区地理环境特殊，普

通话推广很难扩展开。普通话推广也受语言环境制约，

与外界交流少、或者不与外界交流使藏族群众接触普

通话机会减少，虽然目前互联网普及可以让部分群众

不断接触外界信息，但缺乏对于普通话学习的积极性

也使得收效甚微
[2]
。 

环境条件的落后和人员流动量以及师资力量匮

乏，也是制约该地区语言发展的因素由于地处高原地

区且人口分布及其分散导致各乡镇离县、市区较远，

有些地区甚至距市区数百公里远，且可供通行路况不

理想，晴通雨阻、每到十一、十二月大雪封山完全无

法通行。 

由于地处祖国最西方又是高原高寒地区，很大一

部分藏族同胞长期在藏，语言上很难做出改变，虽然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发展旅游，贸易，但奈何在与区外

交流时语言不通成了最大阻碍，因此推广普通话就意

味着缓解经济发展问题。不难看出贫困与语言的发展

有密切联系，语言发展越缓慢越能说明这个地区的经

济状况问题。 

3.4 语言贫困信息边缘化 

在我们国家，推广普通话有助于减少贫困，这源

于语言与教育、信息、互联网与人的能力和机会之间

的密切关系。普通话是教育教学的基本语言。国民教

育的发展促进了普通话的普及。普通话的普及进一步

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在阻断语言贫困代际传

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普通话是储存知识和信息最多

的语言。因此，普通话已成为普及教育、阻断语言贫

困的重要文化力量。 

掌握普通话是不被信息边缘化的重要保证，造成

语言贫困的一个主要因素即是信息边缘化。中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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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互联网+、5G 时代，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生活

和生产中，语言的应用越来越紧密地与现代科学技术

相结合。在中国，只有普通话始终伴随着现代信息技

术的最高条件，并掌握了一般信息。通信及相关信息

技术能够长期屹立于信息高地，不会被信息边缘化。

此外，普通话水平与个人能力和工作机会密切相关。

就目前的用工形式而言，总结各种招聘人才的条件会

发现，几乎都是语言要求：普通话水平如何？你会说

外语吗？或者写作能力等，只要应聘者不具备说普通

话的条件，那么即刻便会与许多待遇优厚的职业失之

交臂。 

3.5 注重民族语言保护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方

言众多，地区语言有所差异，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其

发音及语法不同，影响民族相互交流社会发展民族团

结。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各地区之间日益频繁的

往来和人口流动增强，因此迫切需要语言的高度统一

标准化，因此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便显得尤为重要。 

对内，推广普通话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及地方

经济发展，对外，推普有利国家良好的统一对外形象。 

基于普通话对于国家发展非常必要因此将推普

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但是民族语言对于各族人民也

有相当重要的文化价值，所以民族语言的保护很有必

要。 

首先，民族语言是各民族地区文化在语言上的投

影和积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体现，文化和语言是不

可分割的整体，民族语言是最自然最能表现中国文化

多样的载体，可以说一个地区的语言史就是这个地区

的文化发展史。 

其次，从语言生态角度来看，保护民族语言不仅

仅关系到其生存，也关系到文化发展多样性需要。同

时，保护民族语言就是保护由集体智慧和实践形成的

文化符号，口耳相传的民族语言本身正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不可或缺的成分，是文化遗产保护中不可忽视的

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

同语言法》对推广普通话有明确规定。在推广过程中，

要强调国家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服务业等一

些重要领域按需可以使用民族语言。一方面，规范民

族语的使用，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意识。另一方面，

积极倡导公众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为普及提供便利，

克服沟通困难，有助于各民族地区人群之间的交流沟

通从而推动各地经济快速发展。 

要强调的是通用语言文字法规范的仅仅是公共

领域的语言，而对于个人及其他群体在非公共领域使

用什么语言并未做限制，况且在公共领域也有部分需

要其他语言文字的地方，例如，还有许多民族语言或

方言需要在执行一些公务，广播、出版歌剧和电影电

视作品的艺术形式，或用于教学和研究时使用。因此，

一些公共场所也允许使用民族语言。 

民族语言承载着一种地方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

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使用

价值。同时，在推普工作中要注重民族语言的保护和

传承。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仅是有助于民族语言及文化

保存，还有助于良好的民族关系建立，能够促进民族

团结使社会更加和谐，对于加强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

民族的认同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作用。 

4 实现精准语言文化扶贫建立长效机制 

4.1 借互联网之便实现高效推普促进就业率 

当今信息化大数据时代，依靠发达的网络和智能

设备我们可以做到比以前更轻松更有效的通用语言

推广，不论大山深处还是高原边疆，我们的互联网全

方位覆盖，一代一代的移动可穿戴设备，在方便生活

的同时，为我们训练推广普通话新开捷径。 

以前进行推普工作，对于偏远山区或高山海岛都

收效甚微，在其他地区做推广也还是以书本、面授、

做记录等相对落后的方法，效率不高且存在局限性，

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推广效果，而如今我们完全可以借

互联网之便，利用信息可视化来收集数据分析总结及

时改进。 

我国的 5G 网络领先世界，而且具有平民化、普

泛化、自主化等特点，可利用 APP 新闻阅读、微博、

微信等移动端推广学习普通话，在网络媒体普通话语

境下更加自然地推广更有利于学习提高普通话水平。 

另外就 2020 年疫情原因兴起的网络授课我们也

可以融会贯通令其在国家脱贫攻坚上发挥重要作用。

既然要在移动端推广普通话那我们可以将技能培训

与普通话培训完美结合共同实施，而且网络授课当然

有太多好处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可同时供千万人学

习交流，在推普同时也可提供基础技能培训视频供其

学习，既提高了个人能力也提高了普通话水平。 

4.2 校企合作提高素质 

作为人力资本，语言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积累个人

人力资本，能有效提高个体劳动收入，从社会制度层

面讲，语言的统一有利于降低交易时的成本，能提升

交流和沟通效率，促进信任和合作，推动创新创业以

及贸易投资等一些经济活动的开展。 

各地区有条件的利用好身边可用资源提升各企

业员工普通话水平，提高个人创新能力从而提升企业

对外形象从而提升贸易往来，增加就业岗位最终推动

地方经济发展。 

从经济发展方面讲，各民族多样化的语言是宝贵

的经济资源，推动语言发展，有助于区域人力资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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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升就业率，从而为经济发展

增添新动能。 

因此我们可以鼓励企业与各大高校友好合作，企

业为学校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学校则定期为企业做普

通话培训，实现双赢同时又为国家解决高校学生就业

问题，为国家通用语言标准化助力。 

4.3精准推普找根源抓重点 

目前情况而言我们进行语言的“精准扶贫”，亦然

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找准重点。 

语言能力是每个自然人必须具备的一项最基本

的能力，也是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提升职业技能的重

要基础， 于 2021 年起我国将进入缓解相对贫困的新

阶段，因此语言扶贫应该在全面审视相对贫困问题本

质基础上，将语言因素与个体能力、国民教育、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之中、并同时结合国家语言文字发展

实际，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阶段对于语言的需求变

化，建立语言扶贫机制。 

推广普通话既是文化活动又是经济活动和技术

活动，在扶贫背景下，推广普通话需要慎重探索
[3]
。

在一般推广中，尤其是成人推广，要把知识传授和信

息传递结合起来，另外，要认真调查研究不同人群的

需求，在此基础上开设不同的知识课程；特别是要把

当地群众所需的知识技术门类作为促进普及普通话

的“催化剂”，把推普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并且和经济

活动结合起来，使群众尽可能多地学习和利用，既能

在当下发挥作用又能做长远使用
[19]

。 

长久以来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正是吃了教育落后

的亏，目前形式下我们应当整合资源一对一解决问题，

在消除遗漏问题的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扶贫资源浪

费，使每一份扶贫资金都能发挥做用。 

语言资源的建设是实现语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

重要路径，近些年来，我国通过部分务实举措取得了

一定效果。比如，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制作“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助力贫困地区

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语文出

版社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的指导下组织编

写了《普通话 1000 句》和《幼儿普通话 365 句》，为

贫困地区普通话学习者提供了规范的入门教材，有效

解决了贫困地区语言教育资源供给，促进了语言扶贫

工作的顺利开展
[18]

。 

国际上曾有学者针对阶级教育做过一些研究，最

终他们发现一般享有优厚教育资源的儿童在与人交

流中多使用“复杂语码”，而家境贫寒的儿童则使用

“局限语码”较多；经过调查发现在这两种不同环境

生长的孩子，他们之间在 4 岁时就会有上千万的词汇

差距，并且因此会在以后的学业上产生巨大差异。所

以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根源入手，抓住重点

教育时期，以贫困学生资助为内容促进教育公平，并

着手构建从小学到大学的资助体系特别是小学到高

中这个阶段，以获得奖励的方式对其资助，以此鼓励

家境贫寒的孩子努力学习从而彻底解决语言贫困问

题。 

在帮扶工作中，重点关注工作计划中已摘帽的贫

困县、村及个人，语言扶贫要格外注意不能局限于短

期目标和直接效应，个体及个别地区脱贫摘帽不能作

为衡量群体语言能力的指标，在语言文字能力的帮扶

下应严格实施“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的具

体要求，保持政策相对稳定性以及语言文字扶贫的持

久性。 

在推普脱贫的持久长效机制中，要精准聚焦实际

需求，融入更多实际功用型语言技能培训，职业技能

水平与是否掌握普通话有着密切联系，是经过实践检

验的可行性路径
[4]
。应充分贯彻国家制定的职业教育

方针，重点关注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及农村地区，

促进学习内生动力。在语言扶贫促进职业教育和技能

培训同时，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巩固提高劳动力的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让语言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

且极具竞争力的人力资本
[19]

。 

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获得最

低限度需要的能力问题，而语言能力则是劳动力的重

要构成因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公民的基本技

能，也是获得其他可行能力的重要基础条件，而且能

积累更多社会资本，语言水平的提高具有良好的溢出

效应
[19]

。 

随着脱贫攻坚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

程深入实施，使“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成为群

众的广泛共识。 

4.4 注重语言扶贫长效性 

语言脱贫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任务，需要秉持着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的理念并要求工作精细化。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

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

编教材。”语言文字文化的重要载体，推广普及国家

统用语言文字，有助于夯实语言文字认同的重要基石，

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国家认同和国家形象的重

要标志。 

语言的统一是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普通话是近百年来汉语统一的结晶。清末，一批有志

之士发起了切音救国运动。在这一时期，有人提出了

“普通话”的概念和民族语言的统一；此后，经历了

1955年以来的白话运动、普通话运动和大众化运动。

到目前为止，通用语言及其应用在五个方面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第一个方面是普通话从最初的模糊概念逐

步发展到标准明确、功能完备的语言；第二个方面是

普通话使用者从使用普通话的少数人逐渐发展到近

80%的人，从那时起，许多中国人成为“双语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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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言人”，既能说普通话，又能说民族语言（方言）；

第三个方面是普通话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

成为一种真正的共同语言。与此同时，普通话在海外

迅速传播，在国际上发挥了语言的国家职能。第四个

方面是随着信息现代化的发展，普通话已经完成了从

平面媒体到有声媒体和网络媒体的转变，甚至在今天

已经开始向融媒体发展；第五个方面是随着中文信息

处理的进步，普通话解决了文字和文字处理的问题。

现在我们对于自然语言处理和语言智能的技术已经

越来越成熟，人工智能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纵观我国普通话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语言的发展

需要时间，而语言推广也是如此。 

国家语言政策与扶贫战略在政策理念、援助对象、

发展目标等方面的结合，能有效增强贫困群体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搭建坚实的语言

沟通桥梁
[19]

。现有的语言扶贫经验对于建立解决相对

贫困的长效机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的价值

和意义
[19]

。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依靠数量要素促

进经济增长到全面推进的质量经济增长重大转变，经

济“高质量发展”;从控制语言的增量，减少扶贫目

标的数量“推普脱贫”。优化民族语言能力结构，提

升民族综合素质至关重要，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
[5]
。 

语言是所有知识和经验的重要载体，是向劳动力

提供人力资本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相对贫困的

阶段中,语言,推进扶贫常态化,个体必须得到各阶段

的语言能力,充分重视语言学习的关键,全生命周期

式覆盖语言扶贫体制的构建,遵守及时原则,遵循科

学语言文字的学习战略制定保障个体的语言能力，整

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婴幼儿时期，第二阶段

为青壮年时期，第三阶段为中老年时期，根据三个时

期的语言学习和使用特点，重点针对第二阶段人群做

特别关注
[19]

。第一阶段语言发展使用，取决于第二阶

段人群，而第三阶段对于语言使用已处于低效率时期，

第一阶段抓学前教育，第二阶段抓语言能力培养，第

三阶段抓语言推广引导，语言文字学习策略的科学制

定能有效保障个体语言能力获得。 

民族语言文化多样化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大家

庭的特点，我们既要保证通用语言的普及同时也要保

护好承载着我们民族历史的各种民族语言，做好民族

语言的传承也是在做文化传承，不论何时都应该保持

语言文化活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奋斗。 

独特的民族语言造就了独特的民族习惯，在有效

推广普通话同时我们还应当做好对于民族语言的传

承和保护，这对于做好后推普脱贫时期对已达成目标

的巩固以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关

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5.结论 

通用语言在脱贫，主要是语言文化脱贫工作中起

主要推动作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有助推动社

会经济增长，同时对于巩固扶贫开发成果有积极作用；

推普脱贫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是我们

每个人的自觉追求。 

中央明确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后要设立 5 年过

渡期，过渡期内政策总体保持稳定，一些政策还要继

续优化和调整。而指示中“深化”二字表明“东西部

协作和定点帮扶”是优化和调整的重要政策。 

东西部协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践充分证明这一

帮扶方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的经验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要继续发扬

光大。要继续在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

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方面更加明确清晰，集中资源和

力量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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