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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14 日电 （记者
胡 浩） 以“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
康”为主题的第2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
宣传周14日拉开帷幕。记者从活动开
幕式上了解到，目前，全国范围内普
通话普及率达到 80.72%，“三区三州”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普 通 话 普 及 率 达 到
61.56%。

开幕式以线上方式在北京、乌鲁
木齐、和田三个城市同步举行。

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
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田学军介
绍，23年来，推普周作为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平台发挥
了积极作用。全国普通话普及圆满完
成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规划确定
的工作目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书
同文、语同音”的梦想初步实现，创
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推广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成功范例。进入新

时代，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
及面临着新任务、新要求。要充分发
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人民群众
科学文化素质的作用，坚持从娃娃抓
起，使各族群众从小掌握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推动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再上
新台阶。

推普周期间，将开展线上系列宣
传活动，包括在“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创建语言文字专属强国号、开展推
普专项答题，制作推普创意短视频、
微信表情包等融媒体产品，在微博、
抖音等平台发起相关话题接力互动，
开展线上答题挑战和 AI 普通话测评
等，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
推广普通话。全国各地将结合推普助
力脱贫攻坚及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等，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
的系列活动。

全国推普周开幕：

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超过80%

第2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4
日拉开帷幕，今年宣传周的主题为“同
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语言文字是
人类交流的工具，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也是治国安邦的重器。在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
要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促进各地区、各民族发展繁荣。

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
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
以达成理解、难以形成认同。作为打破
地域区隔、传播信息和技术的工具，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促进了各

民族、各地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
度交融。70多年来，普通话在全国范围
内普及率达到80.72%，识字人口使用规
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文盲率从新中
国成立之初的超过80%降至4%以下，各
地区、各民族交流交往的语言障碍基本
消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
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和教育、科
技、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为维护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挥
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用，也是助力深度

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全
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有利于
各民族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个
人成长成才，有利于人民群众在更广阔
领域就业创业，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语言扶贫事业迈
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显著成效，探索
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理论
框架和实践路径。当前，我国多数贫困
地区实现了推广普通话广动员、广参
与、广覆盖。贫困群众的交流交往能力
持续增强，创业就业致富的愿望更加强
烈，职业技能明显提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
必须坚定推行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落实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不
断提升语言文字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助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
积极作用。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地区各民族发展繁荣

据新华社东京9月14日电 日本
执政的自民党14日举行总裁选举投
票，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不出预料以
高票当选。他将在16日召集的临时国
会上被推举为日本新首相，接替此前
因健康原因宣布辞职的首相安倍晋三。

在竞选规则和自民党主要派阀的
“加持”下，菅义伟当选本身毫无悬
念。菅义伟竞选期间以继承安倍执政
路线为主要招牌，但他能否创造另一
个长期政权则有不少变数。

当选无悬念

当天的投票结果显示，菅义伟得
票优势明显，在总共534张有效选票
中获377票。两位竞争对手中，自民
党政务调查会长、日本前外相岸田文
雄得票89张，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
获68票。

安倍8月28日宣布辞职后，自民
党为避免“政治空白”，决定启动紧急
选举方案。这一方式使得自民党国会
议员在选举投票中权重突出。日本舆
论普遍认为，紧急选举方案有利于获
得党内主要派阀支持的菅义伟，不利
于在自民党基层党员中更有人气的石
破茂。

从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整个过程即
可看出，菅义伟的“先发”优势相当
突出。在安倍宣布辞职后，菅义伟在
第一时间取得自民党实力人物、干事
长二阶俊博的支持。安倍则在综合权
衡政权稳定性和政策延续性后，放弃
了此前许诺岸田文雄的“禅让式”交
接班。

菅义伟竞选展现强劲势头后，自
民党内各派阀出于选后争夺内阁和自
民党要职的考量，也纷纷倒向菅义
伟。至9月8日自民党总裁选举公示之
际，菅义伟事实上已得到党内五大派
阀和众多无派阀议员的支持。

14日的投票结果也显示，随着菅
义伟领先地位的确立，自民党基层的
支持风向也已转变。在141张地方票
中，菅义伟获得89票，同样优势明显。

执政有挑战

根据相关规定，日本国会16日将
召集临时会议，由众、参两院国会议

员选出新首相。由于自民党及其盟友
公明党在众、参两院均占据多数议
席，菅义伟届时将正式成为日本新首
相。

分析人士认为，菅义伟上任后将
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处理好疫情防控与经济振兴
的平衡。日本内阁府8日发布的修正
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和国际经济大
环境等影响，日本今年第二季度实际
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
降28.1%，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降
幅，也是日本经济连续第三个季度下
滑。与此同时，日本疫情形势始终处
于“低烧”。日本广播协会 （NHK）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3日晚间，日
本全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5万，
13 日当天新增确诊人数在 400 名以
上。菅义伟上台后，他将不得不在疫
情防控、企业救助、家庭和个人救
济、国家财政健全等方面做出艰难选
择与平衡。

二是处理好“继承安倍政权”的
利弊。菅义伟虽然高举继承安倍既定
政策的大旗，但安倍留给他的政治遗
产有正有负，难以一概“继承”。分析
人士指出，菅义伟长期担任安倍政府
内阁官房长官，深度参与了安倍政权
各项重要政策的制定，在经济、安
保、对外关系等主要领域的政策框架
有望延续。但同时，安倍执政期间的
一些丑闻如森友学园、加计学园、“赏
樱会”等问题未必能在安倍下台后自
动“翻页”，在野党已放风将在菅义伟
内阁上台后继续追究上述丑闻和菅义
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三是如何巩固权力基础。安倍的
自民党总裁任期原定要到明年9月，
菅义伟虽然当选为新总裁，但接下的
只是安倍的剩余任期。明年9月自民
党总裁选举将采用正常选举规则，即
基层票数与国会议员票数相当。这意
味着，菅义伟届时可能再次面临石破
茂等人的强力挑战。作为党内无派阀
人士且出身平民，菅义伟能否巩固党
内权力，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今后一年
间的执政表现。

安倍“接班人”出炉
菅义伟直面三挑战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中国疾控
中心日前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
种技术指南 （2020~2021）》，建议医务
人员；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
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重
点场所人群以及其他流感高风险人群优
先接种流感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此起彼伏，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
发季节，气温降低有利于新冠、流感等
病毒的存活和传播，存在今年秋冬季新
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叠加
流行的风险。为此，季节性流感防控工
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指南提到，每年流感季节性流行在
全球可导致300万~500万重症病例，29

万~65 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孕妇、
婴幼儿、老年人和慢性基础疾病患者等
高危人群，患流感后出现严重疾病和死
亡的风险较高。尤其是今年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严重流行态势仍将持续，今冬明
春可能会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
吸道传染病叠加流行的情况。而接种流
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可以

减少流感相关疾病带来的危害及对医疗
资源的占用。

记者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
首席专家吴尊友，他表示，秋冬季节是
常见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的高发季节，就
诊的病人数量将会增加，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重叠，将给医护人员鉴别诊断带
来困难，加大隔离难度和医疗负荷，不

利于疫情防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点
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全球流行的
背景，指南推荐以下人群为优先接种对
象：医务人员, 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
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养老机
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
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重点场所人群，
如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学生，
监所机构的在押人员及工作人员等；其
他流感高风险人群，包括60岁及以上的
居家老年人、6月龄~5岁儿童、慢性病
患者、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
护人员以及孕妇或准备在流感季节怀孕
的女性等。对于≥6月龄且无禁忌证的人
群均可接种流感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新版流感疫苗接种指南

推荐四类人群优先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