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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on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the region has carried 
out integrated urban construction internally and implemented an open policy to the outside world, achieving a leapfro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bringing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t 
present,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Changsha Zhuzhou Xiangtan region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Region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tegrate excellent resources from various region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language life, leverage 
digital technology advantages, and combine with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Hunan, focusing on developing the "Hunan model"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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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在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背景下，该地区对内开展融
城建设，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也带来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新成就。当下，长株潭地区
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要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指引，融合区域各地优秀资源，立足语言生活现实，发挥数字技术优
势，结合湖湘地域文化，着力开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的“湖湘模式”。

关键词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区域协调发展；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基金项目】2022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

题：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区域语言生活研究（项目

编号：XSP22YBC403）。

【作者简介】赵立博（1988-），男，中国黑龙江克山人，

博士，讲师，从事语言治理与规划、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

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指出：“公民有学

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国家

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多年来，

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取得

了光辉成就，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达 80.72%（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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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了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成功典 

范 [1]。但总体上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尚存在区域、

城乡等的不平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并将其作为新时代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部分 [2]。

“区域协调发展”是另一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贯

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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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经济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的重要一环。

以往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研究往往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

国家战略相关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切实推动了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但以往研究较少论及“区域协调

发展”背景下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问题。论文以长

株潭一体化发展为背景，探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国家语言

文字推广普及的正向影响，并提出相关教学建议，以期推动

相关区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发展，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

和国家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双向推进的良性发展态势。

2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对推动区域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推广普及的重要作用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战略是湖南省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

撑，也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根据《长株

潭一体化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该战略

的实施范围包括：中心区——长株潭三市中心城区（含长沙

县）；都市圈——浏阳市、宁乡市、醴陵市、韶山市、湘潭县；

城市群——以长株潭三市为中心，统筹岳阳、常德、益阳、

娄底、衡阳联动发展。在这一区域内，语言资源十分丰富，

语言生活状况较为复杂。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

（2012），区域内所使用的汉语方言包括湘语（长益片、娄

邵片、衡州片），赣语（宜浏片、大通片），西南官话（常

澧片），客家话（湘东片）等 [3]。复杂的语言方言使用状况

使得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困难重重。随着长株

潭一体化建设持续发展，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

效果也大幅提升。总体说来，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对推动区域

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促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长株潭地区

的经济价值凸显。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战略始于 1997 年，二十余年来取得

了可喜的发展成就。2022 年，长株潭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

破 2 万亿元，常住人口 1700 万左右，经营主体突破 220 万

户 [4]，长株潭一体化的协同优势正逐步显现。当前，长株潭

地区不仅是湖南省的核心增长极，也正在成为中部地区乃至

全国的重要城市集群。

以往研究多关注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为扶

贫减贫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少有学者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为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带来的正面效应。随着地区经济

的不断发展及社会的不断进步，区域内部的对外开放水平提

升，人员流动加快，这促使区域内部民众主动且乐于接受流

传度更高、经济价值也更显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自然会

促进区域内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提升。同时，随着长

株潭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相关

的各种软硬件设施不断提升，其中包括高层次语言人才的引

进和高精尖教学设备的使用等，为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推广普及提供了基本保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和区域经济发展实际上是

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

为区域的沟通交流、对外开放奠定了语言基础，对区域经济

发展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会带动区域

人员流动，并提升教育水平，为区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

普及打下经济基础，助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区域内部的发

展繁荣。

第二，融城建设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长株潭区域

内部的通用语作用巩固。

上文介绍过，长株潭地区所使用的汉语方言非常复杂。

过去，由于区域内各地交通不便利、经济交流不频繁，各地

使用自己的方言交流沟通，并无阻碍。随着长株潭一体化战

略启动实施，区域内的融城建设开始大踏步迈进，促使各地

的联结越来越紧密。首先，区域内的交通正加速互联。长株

潭地区的融城干道、城际轨道、高速公路、高铁正加快推进，

长沙聚焦打通交通“最后一公里”，大力推进长株潭 6 条融

城干道建设，构建联环成网的综合交通体系指日可待。其次，

区域内的产业正加速协同。2023 年，区域内各地聚焦产业

共建共享，推动组建了湖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轨道交

通装备产业协会、长株潭技术市场联盟、长株潭创新联盟、

长株潭园区发展联盟等。长株潭三市产业协同发展服务平台

正式上线，首期规模 1.5 亿元的园区合作基金发起设立。长

沙依托工程机械产业链，举办国际展览会、配套采购签约

会、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吸引株洲齿轮、湘钢等 10 余家株

洲、湘潭企业参加 [5]。最后，区域内的公共服务正加速共享。

2023 年，长株潭三市实现 202 种电子证照互通互认、149 项

政务服务事项跨市通办 [5]。融城建设的持续推进为区域内部

人员流动提供了基础保障，社会活力大大提升，沟通交流日

益频繁，推动区域内各地语言生活协同发展，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使用的机会大幅增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区域内部的

通用语作用日益巩固，为推广普及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第三，开放包容助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长株潭地区

语言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明确。

长株潭一体化建设是区域各城市的联动发展。在这一

过程中，开放包容是根本指导思想。开放包容不仅是区域内

部各地间的开放包容，更是长株潭都市圈对外部世界的开放

包容。长株潭地区位于华中腹地，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

有天然的对内开放优势。但同时，该地区不沿海、不沿边，

具有明显的对外开放劣势。但长株潭拥有拥抱世界的决心，

尤其是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带动下，不仅加大力度对内开

放，更是面向全球，构建地区对外开放体系。以长沙为例，

2021 年，长沙实际利用外资 20.07 亿美元，居中部省会第一。

截至 2022 年，18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落户长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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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斯夫、日本永旺、英国保诚、荷兰壳牌、法国达能、

瑞士德科、瑞典宜家等 105 家境外“世界 500 强”企业 [6]。

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双管齐下造就区域语言生活日益

丰富多样。近年来，由于外来人口不断增多，长株潭地区语

言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区域内部语言使用差异问题日益显

著。这种状况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区域语言生活中的主

导地位日益明确，成为保持区域语言生活和谐的“稳定剂”。

3 长株潭地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的
建议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大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坚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是当前长株潭地区语言文字

工作的首要任务。而推广普及的核心在于教学，论文就长株

潭地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提出如下建议。

3.1 立足区域语言生活现实，精准开展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教学
实事求是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在长株潭地区开展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学，首先要开展区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摸

清区域语言生活现实。要对区域内普通话、方言、外语、汉

字、汉语拼音、网络语言等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使用情况，

民众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和语言态度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如

有条件，在人口普查时融入语言文字使用状况普查将更具实

践价值。

在区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甚至普查的基础上，根据语

言生活现实状况，确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重点服

务对象及重点服务区域，因人而异、因需施策，发挥湖南省

语委的领导带头作用，充分调动区域内“国家语言文字推广

基地”的积极性，精准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

3.2 发挥技术创新优势，数字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学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中，数字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目前，

三市正在加速推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构建 IP 经济、跨界融合、创意

体验等三大创意经济应用场景，联合打造工业互联网、智能

制造、智慧农业、智慧旅游、智慧金融、智慧能源等，差异

化布局数字产业发展，助力打造长株潭数字经济增长极 [7]。

区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应借助数字经济发展东风，发挥

区域技术创新优势，加大语言文字智慧教育的研发力度，如

打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 App，利用元宇宙、虚拟现实等

数字技术开展远程教学等，探寻新技术指导下的教学路径和

方法。

3.3 结合湖湘地域文化，打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学“湘字品牌”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

文字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中，

可以结合地方文化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学体系。长株潭地区地处湖南省，是光辉灿烂的湖湘文化

所在地。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

化等的洗练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才半国中”“中兴

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

成军”等盛誉 [8]。今天，在长株潭地区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学，理应扎根湖湘大地，结合湖湘文化，形成“湘字品

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特点鲜明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学体系。

4 结语

在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战略深度实施的背景下，区域经

济发展促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经济价值凸显、融城建设推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区域内部的通用语作用巩固、开放包容

助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区域语言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明确，

长株潭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正大步向前，取

得丰硕成果。当下，长株潭地区要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坚

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以教学为引领，立足区域

语言生活现实，发挥数字技术创新优势，结合湖湘地域文化，

大力提升区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的针对性、区域性和技

术性。

参考文献
[1] 全国普通话普及率提高到80.72%[EB/OL].新华网,2022-06-

28,http://www.news.cn/2022-06/28/c_1128783427.htm.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地图集

(第2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 2022年长株潭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2万亿元[N].湖南日报, 

2023-10-10.

[5] 长沙持续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2023年的最新“成绩单”发布

[EB/OL].长沙晚报掌上长沙,2023-12-26,https://baijiahao.baidu.

com/s?id=1786298420542664492&wfr=spider&for=pc.

[6] 开放赋能!长沙“朋友圈”满满国际范[N].长沙晚报,2022-09-22.

[7] 数据赋能,长株潭将建成智慧城市[N].长沙晚报,2021-06-16.

[8] 半部近代史由湘人写就[N].北京日报,2008-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