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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过程中推普工作的困境和对策研究 

——以重庆市奉节县公平镇为例 

柴俊青 王伟 何巧艺
1
 

（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重庆 400000） 

【摘 要】：通过区域社会调研，探究当前推普脱贫政策下我国农村群体的普通话使用情况，总结目前在推普助

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重庆市奉节县公平镇进行了实测，

收回有效问卷 216份。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当地普通话使用情况较低。(2)当地居民对普通话的普及持积极态度。

对此，本文以协同推进理念为基础，从国家、社区、学校、家庭等不同角度提出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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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村发展进入快速变革期，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 4年前，教育部等国家相关部委就已经对推广普通话助力乡村振兴制定了专门计

划，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有了国家层面的指导方针和实施计划。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各地因地理、交通、经济发展等的不同

存在着显著差异，面临不同的发展问题。乡村振兴带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而语言服务在旅游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语言服务、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协同作用能够优化乡村语言环境，从而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发展。因此，如何利用语言为先行

驱动，实现乡村文化旅游项目的产业升级、功能优化、相融共生，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获取“后发优势”的重要契机。据报道，

张之红以 K村为例，分析了我国农村地区推普脱贫中存在的问题[1]；刘文针对广西贫困农村地区推普脱贫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多

方联动等相应对策[2]。严荷军以江西省抚州市 L县 H乡 H村为对象，探究了当前推普脱贫政策下我国农村中青年群体的普通话使

用情况，总结了目前在农村推普脱贫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3]
。基于以上政策和研究现状，本文以重庆市奉节县公平镇的居民

为调研对象，发放问卷 250份，回收有效问卷 216份，以此了解当地普通话使用情况以及对推普工作的态度，总结目前推普在助

力乡村振兴中、尤其是在西部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对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提出可行性的意见建

议。 

公平镇位于奉节县西部，全镇面积 133.96平方千米，镇区位于镇域北部，是公平片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奉节县

城 53 公里，云阳县城 78 公里，是三峡库区的交通枢纽。总人口 37973 人(2017)。镇域内的长龙山旅游区以“川武当”之称驰

名，是重庆市第二道教活动场所。 

通过过去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国内的交通条件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道路交通条件和环境显著提升。

交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过去守着金山发愁，在现如今的交通条件和区位战略下，地区的资源优势开始真

                                                        
1
作者简介：柴俊青(1988—)，男，山东莱芜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党建、语言文字工作。 

基金项目：2021年度重庆市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乡村振兴中依托语言服务提升村镇面貌的路径与实践研究-以奉节县公平镇为

例”(编号：YYK21220) 



 

 2 

正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交通强国”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成渝双城经济圈的

提出和发展，区域与区域的交集以及经济圈内部经济社会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频繁，水陆空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日益形成，区域

的语言在此基础上交织形成一个新的网络，这个网络首先以普通话的交流和推广作为基础，而地方语言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角

色。大部分情况下，对外的交流以普通话为主，内部交流则仍以方言为主，“鸡同鸭讲”的现象逐渐减少。但仍然有很多地区，

方言为主的沟通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开放经济的跨区域沟通带来了很多问题。以公平镇为例，在与外部交流的过程中存

在的语言沟通不畅，以及相对于周边地区而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同时，语言的功能如何在乡

村振兴中发挥作用，是否可以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更高的价值使命，成为一个新的命题，也是目前国家在语言文字工作中的一个重

要方向。语言驱动乡村振兴，根本上来说，其实是利用了国家政策，根据区域实际，为地方发展提供更加可持续的、提升语言使

用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方式。因此，研究总结目前西部农村地区在推普脱贫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对推普

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1 研究方法及结论 

1.1研究对象 

根据分层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原则，选取重庆市奉节县公平镇的居民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2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6

份，有效率为 86.4%。其中，男性占比 38.89%，女性占比 61.11%；在调查对象的年龄构成上，18～29 岁的调查对象数量最多，

占比 29.16%，30至 50岁占比 25.94%，18岁以下占比 28.7%，5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占比 16.2%，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比较合理。

此外，本次调查对象分别涉及小学、初中、高中、本科及以上等不同学历层次。调查对象职业结构较为丰富，涉及公务员、医务

工作者、农民、个体户等近十个职业。基于此，从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来看，本次调研具备一定的普遍意义。 

1.2研究结论 

1.2.1普通话使用情况 

此次调研发现，奉节县公平镇常住人口中大部分为老人和孩童，日常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家人和周围乡邻，外出走动很少，使

用普通话交流的机会少。为了探究当地居民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对“您平常用普通话跟别人交流吗?”问题进行采集和分析，

70.37%的调查对象都表示从不或偶尔进行交流，21.3%的被访者经常使用，只有 8.33%一直采用普通话交流。与此类似，调查了

被访者周围同事及朋友普通话使用情况，仍有 60.65%的调查对象表示基本没有或者少数使用。一方面，乡村环境相对闭塞，他

们的日常生活与本土语言(川渝方言)密不可分，无论是日常用语还是社交生活都局限在当地居民，且主要使用方言土语。另一方

面，年长者认为他们几乎不出远门，产生了学习普通话无用的观念，束缚了普通话学习的积极性。综上所述，当地居民的普通话

使用率偏低。 

1.2.2普通话教育及宣传情况 

据调研结果显示，当地居民所受普通话教育及宣传情况处于较低水平。就普通话教育而言 86.57%的调查对象并未接受过专

业的普通话培训，可部分解释上述普通话使用情况较低的原因。此外，以是否参与过普通话水平测试为例，87.03%的调查对象表

示均没有参与过，其中 59.25%的调查对象甚至表示“根本没听过”。调查对象中，仅有 28人(12.97%)参加过测试，并且只有 22

人(10.19%)通过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值得注意的是，调研发现儿童在校内接受普通话教学后，会辐射影响其家庭成员。孩子常常

使用普通话复述课堂内容，大人为配合孩子也会用普通话给予回应，因此可以在农村会听到家长尝试使用不标准的普通话与孩

子交流，这也是农村普通话推广的一个契机。 

针对普通话宣传，当地政府关于推普宣传方式主要为贴海报、发传单等形式。但是，由于一方面当地居民部分存在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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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的问题，另一方面此类宣传方式需要居民有主动阅读和关注的意识，导致宣传效率不高，宣传效果较弱。在回答“您接触过

普通话的宣传吗?”问题时，只有 7.41%的调查对象明确表示经常接触，38.89%的调查对象表示偶尔接触，还有 53.37%的调查对

象表示没有接触过普通话的宣传。与此类似的是，当调查当地居民对推广普通话的方针的了解程度时，表示很了解、了解一点和

不了解分别占调查对象的 3.7%、33.33%和 62.97%。由此可见，在当地，绝大多数居民所受普通话教育偏低，宣传普通话普及活

动未深入人心。 

1.2.3普通话普及意识及主要问题 

为了了解当地对普通话普及的意愿程度，对“您觉得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有必要吗?”问题进行采集和分析，其中 86.58%的

调查对象觉得“很有必要”。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当地居民乐于看到推普活动的开展。党帅的团队研究提到，实施“推普脱贫”

的计划，将打破语言壁垒、促进商品流通、优化教育结构和形成文化“价值观”的示范[4]。该结论与本文报道一致，绝大多数受

访者表示讲普通话具有促进社会交往、利于商业活动和促进文化建设等好处，表明推普活动在当地居民中仍具有一定的民意基

础。此外，有团队曾报道了精准扶贫与推普工作结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提到思想观念滞后、农村推普的力度不够等问题。为

了进一步研究，本次调研收集了当地居民在讲普通话遇到的主要问题。其中大多数人表示“受方言的影响，不易改变口音”和

“周围人都不说，说的机会少”，也有少部分人表示“说普通话怕被人笑话”。总的来说，当地讲普通话的环境——“方言效

应”，普通话使用程度低影响了绝大部分人。 

2 对策探究 

基于重庆市奉节县公平镇普通话普及情况，本文以协同推进理念为基础，从国家、社区、学校、家庭等不同角度提出干预策

略(图 1)。 

 

图 1协同推进理念下的干预策略 

2.1加强推普宣传力度，提升积极性、主动性 

据调研，当地政府关于推普宣传方式主要为张贴海报、发放传单等形式。一方面当地居民部分文化水平不高，另一方面此类

宣传方式需要居民有主动阅读和关注的意识，导致宣传效率不高，宣传效果较弱。故在农村进行推普宣传要贴合实际，因地制

宜，实现宣传方式的多样化。将传统的文字宣传方式进一步转变和发展，通过喜闻乐见又参与度高的比赛、演讲类活动等，增加

互动性和参与性，提升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其次，在当今互联网+的背景下，新媒体技术更加丰富和多元，乡村推普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据贺英娟的团队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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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乡村普通话推广存在不少机遇：学习方式高效化；学习平台多样化；学习内容多元化；学习方式便捷化[6]。为此，

增加在乡村中推广普通话的现代途径必不可少。尤其在网络直播、线上互动更加便捷的当下，通过新媒体的渠道开展宣传和培

训，使受众方便快捷地学习和掌握普通话，进一步完善语言环境，助力乡村推普工作。 

2.2关注社会生活重要组成单元，重视社区普通话传播 

现阶段，广大群众大量的聚集活动主要是在社区进行，社区成为居民聚集性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语言交流功能实现的重要

场所也在社区。利用语言的交流功能实现互动和联系，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是发挥普通话作用的重要途径。因此，要重视

在社区推广普及普通话，发挥社区在推普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区群体更多地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通过开展相关推普活动，营

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让社区成为普通话习得和传播的重要场所。 

2.3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辐射作用，以点带面促进推普发展 

普通话作为法律规定的工作语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我国的各类教学活动中的要求也非常明确，必须采用普通话开展教

学活动。学校是推广学习以及使用普通话的重要场所，也是推普工作的桥头堡。在农村地区开展推普工作，要重视学校这一重要

场所，在坚持贯彻国家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开展教师培训、网络资源覆盖、学生学用结合、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等多种方式，巩

固普通话的使用环境，培养和强化师生使用习惯。 

2.4重视普通话在家庭的使用，促进习惯成自然 

语言教育是否切实到位，最显著的体现是是否在家庭这一基本社会单位中得以运用。父母和子女对普通话的掌握和使用，对

个人语言习惯的养成有着重要影响。如何让农村地区的家庭养成日常使用普通话的使用习惯，是推普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个

过程中，子女的作用或许比父母的作用更为重要，要让国家的规定、社区的影响、学校的培养最终体现在家庭的运用中，尤其是

西部地区，父母应该重视子女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增加家庭中普通话的使用频次，打通推普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对家庭的发展

和子女的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3 结语 

本次实践以重庆市奉节县公平镇的居民为调研对象，发放问卷 2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6 份，以此了解当地普通话使用情

况、普通话教育和宣传情况，总结目前西部农村地区在推普脱贫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据调研可知，

在“交通强国”战略的推动下，尤其是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提出和发展，区域与区域的交集以及经济圈内部经济社会的交流与合

作越来越频繁，水陆空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日益形成，区域的语言在此基础上交织形成一个新的网络，这个网络首先以普通话的

交流和推广作为基础，而地方语言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角色。但仍有许多同公平镇一样的地区，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常住居

民以在校中小学生及中老年人为主，家中老人与儿童的交流以方言为主。中老年人群体中除教师及教育行业从业者外绝大多数

没有参加过普通话培训，且未参加过甚至从未听说过普通话等级考试，也不了解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政策。但大多数居民对普

通话有一定的认识，期待普通话的普及。本次调研为“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一部分西部农村数据，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

议，希望可以对推普工作提供一点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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