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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阅读：修筑乡村振兴的“‘通语’大道”

考生在平时可以多阅读一些权威媒体的报道或时评，一是对阅读素材的积累，二是对写作手法的借

鉴。展鸿教育挑选了一些文章，供各位考生阅读参考：

日前，教育部等三部门印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

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提出 2025 年实现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和质量全面提升的工作目标，通过“三大行动”，分类明确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和政

策举措，并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推进法制建设、强化评估监测 4 个方面提出保障要求。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简称“通语”，是一个国家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在当代

中国就是普通话和简体汉字。通语是相对于少数族群使用的语言文字而言的，在现实社会中，通语使用

范围和程度往往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素质、思维观念等密切相关。总体上来看，通语普及程度

高的地方，往往市场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程度高，民众思维开放；反之，通语普及程度低的地方，其区

域经济往往比较落后，民众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思维认知、家庭教育也相对落后。

通语普及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线性相关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社会根源。早在

1966 年，美国语言学家费希曼就观察到：“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

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有学者在基于统计数据作实证分析后发现，劳动者

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程度在 11.62%～15.60%之间，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语言能力的提升增加了

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语言文字不只是语言文字，更是一种文化资本，是一种身体

化的资本形式，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劳动者语言文字能力的提升，也就意味着劳动力资

源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繁荣发展与社会进步。

通语普及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也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深度契合。在城市中从事着环卫、

保洁、保安等收入相对较低的职业的人们，许多都操着较为浓重的乡音。在收入越高的职业中掌握通语

的劳动者比例通常也更高，总体上呈现通语掌握程度与职业薪酬回报之间的正比例关系。在脱贫攻坚的

战场上，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别山区、大小凉山地区等区域都有着特殊的当地方言，四

省藏区、新疆南疆地区等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在脱贫攻坚战中，语言扶贫被当作是“一项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

性的扶贫措施”，早在 2016 年，国务院就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了“加强民族聚居地区

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等语言扶贫举措。当前，我们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同时也迎来了乡村全面振兴的艰巨任务，更需要充

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

力素质，修筑乡村振兴的“‘通语’大道”，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当然，在做好通语推广普及的同时，还应处理好通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关系，促进少数民族

语言和地方方言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形成通语推广普及与少数民族和地方方言保护的有机统一，

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这本身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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