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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衢州市语言文字工作总结 
 

2011 年，在省语委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衢州市语言文字工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

大精神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宣传贯彻《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以第 14 届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和

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为抓手，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机

制，在做好城市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向农村地区拓展，

提高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水平，为推动衢州社会经济发展和构建和

谐社会服务。  

一、强领导，不断提升语言文字工作保障力 

1.思想重视，组织健全。2011 年，由于人事变动，对衢州市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下发了《衢州市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调整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衢市语

〔2011〕13 号）文件，由罗卫红副市长任语委主任，新增衢州

职业技术学院为市语委成员单位，进一步健全了部门协同、条块

结合、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各县（市、区）也相继调整完善了

语委成员单位，各成员单位均建立了相应的语言文字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了分管领导、责任处室和具体联络员。 

2.明确职责，健全机制。认真落实 2011 年省语言文字工作

年度会议精神，着重强化衢州市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

估整改的落实；全面布置了对龙游县的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

的评估工作和第 14 届“推普周”等活动。目前，我市各部门、各

单位在市语委的统筹协调下，明确职责，强化管理，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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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效的工作机制，切实保障了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顺利开

展。 

二、突重点，不断提升语言文字工作影响力 

1.突出“国三”评估，推动县域语言文字工作。2010 年，市

语委受省语委委托组织专家评估团，顺利完成了对江山市国家

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的预评估和正式评估工作。2011 年年

初，市语委部署了对龙游县开展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的迎评

工作。4 月，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

傅元勋赴龙游县作专题辅导报告。5 月，市语委副主任、市教

育局副局长吕汶，市语委办主任、市教育局基教处处长曾金松

等，两次赴龙游县指导语言文字迎检工作，深入探讨迎评工作

的重点、措施，明确各项工作的具体要求。8 月 16-17 日，市

语委副主任、市文广局副局长林伟民带队，对龙游县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浙江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以及推广普通话

和推行规范汉字工作进行了预评估，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整改

意见。 

12 月 8-9 日，市语委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郑小瑛带

队，对龙游县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进行了正式评估。评估

团听取了龙游县语言文字工作情况的汇报，分 4 个工作小组，对

龙游县党政机关、教育系统、新闻媒体、公共服务行业和示范街

进行了实地考查。评估团认为，龙游县认真贯彻《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法》和《实施办法》，城区基本实现了“普通话初步普及”、“汉

字的社会应用基本规范”的工作目标，符合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

字工作评估标准。省教育厅语管处副调研员朱丹等作为省语委观

察组参加了龙游县的正式评估，并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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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开展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根据国家语委和省

语委的统一部署，我市于 9 月 12 日开始，围绕 “提升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这一主题，深入开

展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推普周期间，市语委下发了《关于开

展第 14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衢市语〔2011〕

8 号），各县（市、区）语委、各成员单位采取多种宣传形式，

全面、深入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实施办法》，积极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牢固的依法、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意识，努力构建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主体的和谐发展的社会

语言生活。9 月 14 日，衢州市第 14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

动仪式在龙游县实验小学举行。衢州市语委副主任、市政府副秘

书长郑小瑛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与会者共同观看了龙游县有关

单位表演的语言文字类节目，博得了参会者的高度赞赏。 

3.充分发挥学校的基础性作用，推动示范校创建活动。学校

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主阵地，对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工作具

有示范和引领作用。2011 年 11 月 5 日，衢州一中、衢州市实验

学校的郑岗、崔巍青参加“殷都杯”第八届全国中小学教师演讲比

赛，《改变，从倾听开始》、《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孩子》

分获二等奖。2011 年 6 月，举办了衢州市第三届中小学教师普

通话大赛，全市共有 38 支学校代表队参加市比赛，推选出 7 个

节目参加省级比赛，衢州市实验学校的《长征组歌》、柯城区新

华幼儿园的《仰望星空》获省二等奖，柯城区教工幼儿园的《绿

色与红色的交响》、江山市城南小学的《红岩绝唱》、江山市文

溪实验学校的《最后一只藏羚羊》、衢州市聋哑学校的《因为爱》、

衢州市新星学校的《小草在歌唱》获省优胜奖。衢州市实验学校

的《长征组歌》代表浙江省参加了“中华诵·2011 经典诵读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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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决赛，并获集体组一等奖。市语委、市教育局举办了第三届

衢州市中小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共收到参赛作品近 700 件，

推荐 300 幅作品参加省级比赛，开化县第二中学的郑雨舒、衢州

三中的毛依婷分获初中组、高中组软笔一等奖，另有 4 人次获二

等奖。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力地提升了广大师生语言文字规范意

识。 

继续推动对各级各类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的评估，通

过评估促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在市级示范校评估的基础上，推选了衢州学院、衢州中专、江山

市长台初中、龙游县塔石小学为省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推

选了衢州第三中学、衢江区第一小学、开化县第二初级中学为国

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目前，全市有 5 所学校被命名为国

家级示范校，17 所学校被命名为省级示范校，61 所学校被命名

为市级示范校。 

4.坚持与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相结合。我市抓住当前中国传

统文化热持续升温的机遇，坚持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与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有机结合，特别是与南孔文化这一独特资

源有机结合，创新了语言文字工作的形式和载体。连续举办了八

届全市中小学生《论语》诵读大赛；组织开展了儒学校园剧创作

展演活动；举办了空中论语课堂、论语辩论赛。这些活动既进一

步扩大了南孔文化在学校和全社会的影响，又进一步宣传了语言

文字规范化知识。 

三、建机制，不断提升普通话培训服务力 

1.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普通话测试员的素质。全市现有

普通话测试员 83 人，为使普通话水平测试真正成为推广和普及普

通话的一个好抓手，必须着力提高测试工作的质量，而测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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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测试员的队伍建设是关键。首先抓好测试员的基础培训

工作。及时传达省、市语委和省中心的有关精神，学习有关文件，

提高思想认识，端正测试态度；不定期召开测试员工作交流会，

制定了《衢州市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测试工作纪律》，对测试员工作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规范，明确业务要求，增强责任心；建

立测试员档案，实行了测试员聘任制。其次是做好测试员的继续

培训和培养工作，对一些新上岗和测试经验不足的测试员采取以

老带新的办法进行培养。同时，努力拓宽培训与测试的领域，吸

纳社会人员参加普通话 

2.严格规范管理，保证测试质量。自从市普通话测试中心迁

入衢州中专，测试条件大大改善。目前中心有 8 个独立的全封闭

的语音测试房，隔音效果好，楼下专设抽签室、备考室和准备室，

做到对考场进行封闭式管理，尽量创设宽松、有序的测试环境，

使测试工作有序紧凑。不断完善《普通话水平测试受测人员须知》、

《普通话水平测试考点工作细则》、《普通话测试报名须知》等规

章制度，在测试前坚持申报制度，做到“四个规范”（规范测试收

费、规范测试用题、规范测试过程、规范测试成绩档案管理），测

试中严格坚持标准，做到考与非考人员分离。测试后坚持审核制

度，且在每一次测试前对测试员进行集中培训，提出解决前次测

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测试要求，进一步强调测试员在测

试中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凭着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公正、公

平地主持普通话测试工作。 

3.积极做好普通话的经常性培训和测试工作。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和教师地位的不断提高，要求参加普通话测试的人员

越来越多。根据我市现状，尤以高校、中职学校的学生、幼儿园

教师和社会人员为多。为此，我们认真做好普通话的培训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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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工作。一是合理安排普通话培训测试时间。每年的三月份进

行一次普通话培训和测试以配合每年一度的教师资格认证工作，

七月份学生放暑假也进行一次普通话的培训测试工作。二是不断

增强人性化的服务理念。衢州学院、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和全市的

中等专业学校现在都有普通话培训和测试的要求，根据需要积极

开展送测上门。三是做好测试后试卷的整理和存放工作。四是认

真做好普通话培训测试的咨询工作和证书的发放工作。今年全市

组织开展了 13 次普通话培训，共有 4213 人参加了普通话培训，

参加测试的共有 4130 人。其中教师 615 人，学生 3169 人，其他

人员 386 人。 

 

 

 

 

 

 

 

 

  

 

 

 

 

 

 

2012 年衢州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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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两地三城”的总战略目标，以迎接国家二类城市语

言文字工作评估整改“回头看”活动为契机，大力宣传《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继续坚持“一个中心，四个重点领

域，三项基本措施”的工作思路，着力加强语言文字科学研究，

增强语言文字工作向乡镇、农村的辐射能力，不断提高全社会语

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规范水平，促进我市语言文字工作科学持续发

展。 

二、主要工作 

（一）统一思想，加大贯彻落实《规划》力度 

积极宣传贯彻《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按照“尊重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注重主体性

与多样性辩证统一，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指导思想和“加快普

及，提升能力，弘扬文化，服务大局，和谐发展”二十字工作方

针，努力将语言文字工作任务进一步扩大，领域进一步拓宽。进

一步探索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的语言文字工作长效机制，建立

社会用语用字测查、通报制度，加大执法检查和整改力度，提高

语言文字的管理水平和社会应用水平。用字用语的管理部门和新

闻媒体要完善管理办法，建立长效机制。 

（二）突出重点，全面迎接“回头看”活动 

我市于 2009 年通过了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今

年，省语委将组织对我市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整改

“回头看”活动。市语委将及时印发《衢州市迎接浙江省国家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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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整改“回头看”工作方案》，尽早部署，全

面梳理，认真准备，加快整改步伐，适时督查，全面做好迎接省

专家组的复查工作，确保我市顺利通过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

作评估整改“回头看”，努力使我市语言文字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稳步推进，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 

下发《关于对常山县开展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

通知》，完成常山县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认定工作，

提高常山县语言文字工作水平。 

（四）围绕常规，精心组织语言文字各项活动 

1.精心落实各项语言文字常规工作，围绕“语言文字与文化

结合”的理念，深化语言文字工作与传统文化、南孔文化有机地

结合；注重向农村延伸，扩大农村“推普”示范点建设；推进“志

愿者行动”计划，拓展“百乡千村推普万里行”活动的内涵和外延，

推动社会公共用字规范水平的不断提高。   

2.认真组织实施第 15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根据

国家语委、教育部和省语委、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开展第 15 届

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第

15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各项活动。参照省里每年选定一个

地市开展推普周开幕式活动的做法，今年选定常山县承办衢州市

推普周开幕式活动，以更好地推动语言文字工作向县域辐射。继

续开展第四届衢州市中小学教师普通话大赛和第四届中小学生

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3.完成衢州市第四批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评比工作，对衢

州市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开展复查工作。做好浙江省和国家语

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的推荐工作。 

（五）进一步搞好普通话培训和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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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普通话测试员队伍。今年将选送 6 个普通话语音好、

工作踏实、有责任心和协作精神的人员参加国测或省测的培训，

取得测试员资格，补充测试员队伍。 

2.加强对普通话测试报名、培训和测试工作的管。，根据国

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要求，分阶段、分层次地开展相

关人员的培训测试工作。计划在 2 月、7 月、10 月组织三次全市

性的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 

3.加强对测试员的考核力度，不断调动工作积极性。进一步

加强测试员考核，加强测试员业务档案管理，对工作优秀的测试

员及时进行表彰，并给予奖励，调动积极性，增强凝聚力。 

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民性、全局性特点，做好这项

工作意义重大。2012 年是巩固我市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

评估成果，推进我市语言文字工作上台阶的关键年。应充分发挥

好语委成员单位的作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为提高衢州市社

会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