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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推普工作

的领导，各级政府主抓此项工作，并将推普工作纳入政

府相关工作绩效管理目标和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系。因

此，要实现陕西省提出的“十四五”末全省普通话普及

率大于85%的目标，就必须“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地制宜、多

措并举、精准施策、统筹推进，促使全省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普及程度和质量的全面提升。

其一，继续加强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对推普工作

的领导。前期推普工作的实践证明，各级党委、政府的

重视是开展推普工作的关键因素和前提条件，各地推普

的成效客观反映出该地区领导推普工作的绩效。陕西省

新时期新阶段的推普工作，需在不断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6]的管理体

制，把对推普工作的认识提高到与其他各项重点工作同

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充分认识推普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

性，克服自满思想和厌战情绪，增强推普工作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做到常抓不懈，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其二，聚焦普及率低的农村地区，关注重点人群。

从“十三五”推普情况看，陕西省普通话普及率低的农

村大多分布在陕北黄土高原、陕南一些山区和部分偏远

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人际交往相对封

闭，推普工作难度相对较大。补齐这些地区普及率偏低

的短板，是解决全省推普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因

而需要持续实施推普攻坚。应进一步贯彻落实《陕西省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脱贫攻坚行动计划》精神，

“ 把 巩 固 小 康 社 会 建 设 成 果 与 继 续 实 施 推 普 攻 坚 相 结

合 ， 在 各 级 党 组 织 的 领 导 下 ， 强 化 各 级 政 府 的 主 体 责

任，完善以县为主，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推普脱贫攻

坚工作机制，明确任务，分类实施，精准发力”。[7]把青

壮年劳动力和学前儿童作为重点推普对象，统筹推进各

类群体普通话水平的提高。

一 要 增 加 培 训 力 量 ， 创 新 培 训 方 式 ， 加 大 青 壮 年

劳动力普通话培训力度。除依托县级职教中心和社会培

训机构进行培训外，动员县乡当地的中小学校或当地其

他有条件的学校承担一定的培训任务，采取学校定点包

村、教师与学习对象结对子的方式进行“一对一”的辅

导。同时把推普与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相结合，开展“职

业技能+普通话”培训方式，让培训的农民真切感受到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用、能用、好用，以此调动农民学

习普通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地村干部要做好青壮年

劳动力培训的组织工作，落实好培训人员，协调好培训

经费，避免培训“走过场”的现象，保证培训任务落到

实处。上级教育部门、语委要在做好相关推普工作的同

时，依据《陕西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实施方案》，

定期组织语言文字工作专家组到各地农村进行巡回指导

和 督 导 评 估 。 这 样 既 是 督 导 ， 又 可 起 到 贴 近 服 务 的 作

用，促进偏远农村推普攻坚的有效开展。

二 要 推 进 学 前 儿 童 学 习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 为 学 前 儿

童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奠定基础。各地农村应加强农

村幼儿园建设，在确保适龄儿童都能够顺利入园、正常

教学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幼儿园教师、保育人员等国家

通用语言专项培训，要求教师使用标准的普通话与幼儿

交流，鼓励幼儿在日常学习、生活和游戏中大胆讲普通

话，营造普通话日常交流的环境。以共建家长学校的方

式，组织引导师生、家长参与“小手拉大手，学讲普通

话”活动，将学讲普通话延伸到家庭，在全社会营造推

广普通话的良好氛围。

三要加大农村其他人员的推普工作。比如老年人和

生活不便的人群，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老年人易接受

的方式方法进行。要积极发挥学校对社会和家庭的辐射

带动作用，鼓励学生帮助家长学习提高普通话水平，做

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全覆盖，让学讲普通话惠及到农村

地区的所有群体、所有人员。

其三，因地制宜、全面普及，把巩固推普成果与质

量提升相结合。

首 先 ， 就 陕 西 农 村 整 体 情 况 而 言 ， 除 对 普 通 话 普

及率偏低的农村继续实施推普攻坚外，对于其他地区的

农村，今后推普的任务是全面普及、巩固和提升，着力

解决一些农村普及不充分、质量不高的问题。对这些地

区的农村的推普，应先进行调查研究，在摸清具体情况

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普及与提升。比如对于关中

平原农村地区，尽管这些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平均水准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每个村、每个村民小组

的成员都达到了相应水平。因此，不能只关注当地普及

率的平均数，应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查缺补漏的方

式，开展定村、定组、定人的帮扶，这样才能真正提升

该 地 区 农 村 的 普 及 率 。 同 时 对 于 普 及 率 相 对 较 高 的 村

庄，应把巩固已有的推普成果与提升普及质量相结合。

巩固普通话的学习成果重在使用，乡村干部要在学习和

推普过程中处处起表率作用，在召集会议、办理公务和

公开场合带头讲普通话，与村民交往中使用普通话，身

体力行影响和带动村民说普通话，营造人人说普通话的

良好氛围。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提升村民的普通话水

平和意识，包括提升村民对普通话的领悟能力、口头表

达 能 力 和 读 写 能 力 ， 使 村 民 能 够 精 准 地 解 读 和 利 用 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