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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视域下边境地区推普路径

——以西藏亚东县庞达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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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普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亚东县

为中国“十大边陲重镇”之一，是“最具战略地位的边疆名城”。推普对促进各民族间协同进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有重要意义。亚东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参与率与教学覆

盖率持续提高，但长效机制建设及未来发展规划仍有待商榷，该研究结合亚东县庞达村现状对

推普的路径从多维角度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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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Border Area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Pangda Village in Yado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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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mot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id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whic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Yadong County is one of China's 'Top Ten Border Towns' and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strategically
located border city'.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s significant for facilitating coordinated
progres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participation rate and teaching coverage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learning in
Yadong County continue to improve,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lanning still need to be discuss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ngda Village in Yadong
County.
Keywords: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promotion

1 引言

2011年至 2025年期间，中央对语言文字工作给予了极

大的重视，并在党的五次重要会议文件中对相关工作进行了

规划。首次规划出现在 2011年 10 月 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决定》里，强调“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2 田野点介绍：亚东县庞达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推广普及现状

2.1 地理特征信息

庞达村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下亚东乡的管

辖范围内，地理坐标是北纬 27.48°、东经 88.92°，位于亚

东县南部，平均海拔 4500米。庞达村集国防、生态、经济、

文化为一体。生态层面上是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从喜马拉

雅南坡季风气候区的高森林覆盖率区到保有许多濒临灭绝

物种的生物密闭区域都集中于这里(包括红豆杉、喜马拉雅长

尾叶猴)，保护和维持着区内的物种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稳定

性。亚东河(康布曲)由此流出至印度和不丹，对于我国与发

展中国家跨国界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具有重要的意义。其距离

中国与印度传统边贸口岸(如：乃堆拉山口)距离较近，随着

今后边境贸易进一步放开，或许会成为中尼跨境物流及人员

往来的枢纽地，助力西藏开放型经济发展。村庄的公路网、

通讯网以及各类民生改善措施(比如乡村教育、医疗卫生等)

都集中体现了我国对于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

2.2 经济状况

庞达村第一、三产业协同发展，第二产业几乎不存在，

气候湿润，林下资源十分丰富，是日喀则市边境小康示范村



教育研究
第 8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67

之一，原有村民数为 27户、人口 100 余人，现已陆续发展

为面积 8491平方米、建筑面积 6500平方米的上海援建藏式

小康村，这是由于上海援藏干部克服高寒缺氧等不利条件和

自身青壮年劳动力缺乏的现状，拟采取援助建筑队以及请进

来、送出去的方式对外共建农房。确定由亚东县北部高海拔

山区 100户共 450名农牧民入住小康村，建成符合“西藏自

治区级生态村”的“西藏自治区级生态村”示范性安置点。

庞达村通过发展蔬菜种植、民宿旅游、手工文创等特色产业

助力兴边富民、强边固边；目前庞达村成立农民旅游合作社，

整合资金 30万元，在 8户村民家装修 16间民宿客房，主要

依托当地特色景点银河瀑布、原始森林、野人谷，发展乡村

旅游业。2023全年旅游人数约 3.56万人次，除拥有强大客

源保障之外，村里也建造了一座 20多间居室的永戴康仁游

客接待中心，可以充分利用现有旅游资源开发，也解决一部

分剩余劳动力就业。2021年，庞达村被命名为“西藏自治区

级生态村”，这将进一步推动庞达村乃至全县旅游业发展[2]。

2.3 人口情况

该村共有户籍人口 472人，常住人口 427人，该村有相

当一部分人口外流，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造成了较

大的影响。如图 1，数据显示，15—29岁群体仅占常住人口

的 3.3%（14/427）[2]，且该年龄段 5名外出务工人员形成特

殊语言实践群体。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导致语言传播关键节

点缺失，削弱了普通话的代际传递效能；占主体的 30—59

岁劳动人口（占比 38.6%）受传统生产模式影响，语言需求

集中于藏语交际，形成语言的封闭循环；老年群体（60岁以

上占 4.2%）语言习得能力衰退，构成推广的天然屏障；完备

的村级党组织（5人领导架构）构成制度性推广优势。村委

可将普通话培训纳入“三会一课”制度框架。需重点培育干

部的双语能力，形成“关键少数”示范效应；女性作为家庭

语言政策主要制定者，其普通话习得将产生连锁反应，使之

成为家庭语言转型的媒介。

图 1 庞达村常住人口年龄情况

3 藏南边境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重要意义

3.1 全局必要性

加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互为因果。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

为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发展架起一座沟通联络之桥，起到凝

聚民众纽带的积极作用，其通过突破地方区隔，使得不同民

族和地区之间的民众拥有相同的信息渠道，并基于相同的交

流工具提升整体实力。

3.2 对藏南边境县的重要意义

3.2.1 国家层面：有利于强化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和认同，拉近了距离，消除了语言所

带来的障碍，在此基础上提高民族团结的程度。同时把边境

线上的县市作为最前沿的阵地，保障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屏障；促进政府服务效果向好发展，促进边疆治理水平不断

提升；有利于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的内容共享。

3.2.2 社会层面：把握通用语言有助于边境居民接受教

育、享受医疗、获取科技信息，增强技术能力，拓宽就业途

径，更好地融入国家大局；边境县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

推广普及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与内地开展经济合作、引进投

资，有利于边境地区对外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的

实施落地。

3.2.3 民生层面：能使各民族学生平等享受高质量教育，

避免因为语言不通出现额外的学习障碍，使学生掌握一定的

职业技能，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拓宽学生的就业面；有利于

边境地区的人民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增强法律观念，树立

社会公平正义观，增强边疆守土固边责任意识，建立全民参

与边境防范、边境保卫格局。

3.3 对亚东县的具体意义

3.3.1 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开

拓乡村群众认知眼界、拓展乡村群众文化素养、提高乡村群

众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文化资本。对于广大乡村群众来说，

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走出乡村

走进城市，参与现代城市社会的各种活动，增加自己的社会

流动性；语言能够互相沟通就能增进各个民族之间的交融，

开展各民族共同进步发展事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广

大乡村人群提高自身的文化资本，增加自身的社会流动性，

促进人才的汇集和文化的融合，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3.3.2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现代

经济社会生活中重要载体和手段，在加快市场信息流动速度、

传递重要技术成果、消除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信息在第一时间准确地传达到千家万户，使人们的需要得到

满足或事情得以解决。跨过语言障碍、文化距离，推进边境

贸易、加深文化交流，拓宽乡村经济发展新途径；使乡村地

区的信息流通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有效提高，助力乡村

产业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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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促进乡村生态振兴：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广

大乡村群众讲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使其了解对

山水林田湖草实行的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生态大保护的

具体举措，让广大乡村群众逐渐形成生态意识；通过树立环

境意识，带动并推进发展绿色产业，带领乡村走出一条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有利于乡

风文明、乡村美景为基础，完善美丽乡村建设综合体系[3]。

4 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的实现路径

4.1 发挥语言文字功能 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打好语言基础、强化制度保障。从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

两方面补齐短板。一是进一步夯实基础教育，补足中小学生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缺失的问题，配足、配齐师资队伍，

在讲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结合当地乡土文化，增加

实践活动的教学比重。在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整理好村史、非

遗技艺等档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才发掘、保护和振兴地

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鼓励返乡青年以普通话作为自己

的文化传播介质，借助短视频、社交媒体等力量，打造“乡

愁 IP”，形成返乡创业人才“乡愁 IP”，最后以语言赋能人

们乡土文化的归属感[4]，形成乡村人才长效发展机制。利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通信息通道，打破信息孤岛，激活人才

潜能，把乡村由“语言洼地”变成“发展高地”，要以此为

突破口，坚持“语言通、人才兴、乡村活”的原则，提升乡

村人才的语言优势，让其成为乡村人才的硬实力。

4.2 增强语言赋能科技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赋能于人，赋能于科技，促动乡村

产业振兴的基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是在获取农业科技成果、智能装备的操作指南、电商的规则

条例等各种资料的利器，应帮助村民通过普通话来扫除国内

农产品发展和生产上语言带来的障碍问题，引导乡村劳动者

融入国家现代化产业大链路，并基于此探索面向全部群体开

展分类分级的科创赋能培训方式。庞达村应以“实用性”为

出发点将技术的诉求与具体的产业场景相结合，在语义上完

成从“语言脱贫”到“科技赋能”的转变，在现实场景中完

成从“封闭乡土”到“开放经济”的升级[5]。

4.3 创建乡村语言生态 促进乡村生态振兴

乡村语言生态的优化是赋能生态振兴的重要基础。推广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优化乡村语言生态、赋能生态振兴的肯

綮之处。语言能力的提升，可增强村民参与生态治理、文化

传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构建协同发展的乡村新格局。

具体路径如下：第一，以语言能力重塑生态治理参与模式，

即赋能生态政策传播和构建生态议事协商平台；第二，借语

言资源激活生态文化价值，即打造生态文化双语传承体系和

培育生态文旅双语人才；第三，用语言技术赋能生态产业发

展。将搭建数字化语言服务平台和创新生态产品语言营销；

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串联生态保护、文化认同与产业振

兴的核心纽带，最终实现“语相通、生态美、产业兴”的乡

村振兴新图景[6]。

5 结语

加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互为因果。推普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条件

和价值取向，更是中国人民共同的目标理想。践行从实际出

发到回到实际的原则，亚东庞达村的例子作为典型，可发挥

示范作用，加以运用，予以广泛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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