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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昌吉市庙尔沟乡中心学
校，有一名哈萨克族教师叫努尔
兰别克·努尔沙帕，他已在教育
战线上奋斗了24个年头。他在
上学时就一直坚持学习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以下简称：国通
语），参加工作之后，他意识到自
己的国通语水平还需进一步提
高，就在口袋里装上一个小本
子，上面写满了字、词、句、日常
用语、复杂生字的拼音，有时遇
到不认识的字时，他还会和学生
一起翻阅字典，然后记下来，通
过努力终于在 2021 年拿到了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有一次，努尔兰别克·努尔

沙帕发现个别学生在课后很少
使用国通语进行交流，他询问原
因，一个学生说：“虽然我们每天

课堂上跟着老师朗读，但日常生
活中还是说得不好。”努尔兰别
克·努尔沙帕这才意识到教授国
通语的方式过于死板，效果不
好。从此他开始采取多种方式
帮助学生学习国通语，在自习课
播放优秀电影、有声电子书，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还拿出自
己的藏书与学生分享，鼓励学生
阅读，从书中学习语法与词语的
使用场景。

“学好国通语的过程是辛苦
的，一路走来，有苦恼，也有乐趣，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希望我的经
历能够影响身边更多的人。”努尔
兰别克·努尔沙帕表示，今后将继
续努力，将国通语更好地运用到
教学过程中，做“四有”好老师，为
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
下简称：国通语）是非常必要的，
自从参加学习后，我的国通语水
平提高了，和客人沟通起来也更
方便了，家里餐馆的生意也越来
越好。”如今，玛纳斯县清水河乡
贝母房子村党支部委员、治保主
任叶尔波力·多力达西逢人便说，
学习国通语，是他开启美好生活
的一把“金钥匙”。

贝母房子村是传统牧业
村，近年来，得益于优越的地理
位置和S101沿线旅游景点的开
发，村里的畜牧业、旅游业迎来
发展机遇。然而，很多村民因
为国通语说得不是很标准，不
能很好地与客人沟通，导致客
源流失。

为解决这个问题，贝母房子村
开办了国通语培训班。一开始，大

部分村民都持观望态度，参加培训
的人并不多。叶尔波力·多力达西
作为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践，从
不请假、迟到或早退，课堂上和老
师积极交流互动，国通语水平快速
提升。在叶尔波力·多力达西的引
领和示范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
加入学习国通语的行列，他们走进
课堂，通过理论学习和实景训练，
基本掌握了日常用语，在接待、购
物、就医、乘车等场景下能够灵活
运用，既方便了生活，又为增收致
富打开了新局面。

叶尔波力·多力达西说：“随
着时代的发展，贝母房子村的年
轻人将会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掌握国通语，不但能方便交流，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也可以使
大家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开创更
加幸福美好生活。”

努尔兰别克·努尔沙帕：学好普通话 做“四有”好老师

本报讯 近年来，木垒县委、政府始终坚持
把提升农牧民群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下
简称：国通语）水平作为转变群众思想观念、增强
就业能力、促进技能提升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
国通语工作提质增效。

党组织集中“领学”为牧区发展注入新动能。
木垒县依据全县少数民族农牧民群众掌握国通语
能力水平，开办基础班、提高班；按照就近便民原
则，在全县10个乡镇设立国通语培训点，确保学习
不间断，培训有成效；结合牧民放牧转场实际，以

“帐篷学校”形式将培训延伸到接羔育幼帮扶救助
指挥部，让学习班遍布木垒县的每一个角落。

专职教师驻点“讲学”为牧民就业打开新路
径。木垒县在13家企业（专业合作社）设立集中讲
学点，聘任13名专职教师按照统一编印的教材和

课程安排开展集中授课；为鼓励先进，对成绩优异、
进步明显、积极认真的学员发放奖品进行奖励，充
分调动牧民群众的学习积极性。

创新形式“帮学”为保持学习热情提供原动
力。木垒县开通国通语学习“大喇叭”，定时播放
新闻节目、国通语学习相关音频资料，鼓励农牧
民群众学习国通语；发挥驻村工作队的作用，通
过专题讲座、文体活动、走村入户等方式，着力营
造学习氛围；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鼓励学生回
家后尽可能讲国通语，影响和带动家长学习使用
国通语；开展各类实用技能线上、线下培训班，坚
持以专业技能实训实操为重点，构建“国通语+
政策法规+技能+国学文化”的授课体系，提高农
村劳动力基本素质，截至目前，已开设技能班52
期，共培训1579人次。

王晓晨，现任奇台县第四小学
教务主任、语文教师。2022年暑假
期间参加县级“中心课堂”教师队
伍培训班后，每周四通过远教系统
在线授课方式对青壮年农牧民进
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她说：

“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为营造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浓厚氛围，解决工学矛盾突出
问题，王晓晨从学习时间、学习地
点、学习内容三方面抓起，坚持因
材施教，按照培训对象的年龄、受
教育程度等情况，精准划分层次和
类别，量身制定培训方案，弹性选
择教学内容，采取“授课+巩固复
习+课堂测试”的模式，运用多种形
式开展国通语学习培训，激发农牧

民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确保学
出能力、学出质量、学出效果。

在教学方案设计中，王晓晨通
过“示范+练习+纠正”等方式，教
授基本的语音发音规则、声调变化
和音变现象等，帮助农牧民群众掌
握正确的发音技巧。在掌握字音
的基础上，通过使用图片、实物和
场景模拟等方式，激发学员的学习
兴趣，强化学员对词汇含义和用法
的掌握情况，帮助农牧民积累日常
生活常用词汇和语法知识。

王晓晨说：“作为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推广者和传播者，将
以‘真’字为工作托底，用‘实’字
让业绩生根，切实帮助农牧民群
众学好用好国通语。”

王晓晨：热爱这份工作 当好推广者和传播者

木垒县: 以“三学”转观念、提能力、强技能

语言文字工作是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全民文
化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昌吉州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决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推广普及和规范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重点，统筹指导全州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推广工作，不断提升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质量和水平。

为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昌吉州进
一步完善语言文字工作体制机制，全面加强党对
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定期召开语言文字工作会
议，印发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
参与”的管理体制。同时，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督
导指导，定期开展语言文字工作调研，将语委委
员单位履职情况及语言文字达标任务纳入各级
综合绩效考核目标，持续开展绩效审核及指导。

在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中，昌吉
州强化学校基础阵地作用，全面落实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作为教育教学基本用语用字的法定要求，
持续巩固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育全覆盖成果。发挥高校在服务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高质量推广普及中的作用，昌吉职业技术
学院申报第三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全面开展学校语言文字达标创建工作，全州语言
文字达标校实现全覆盖，率先并提前两年完成自
治区达标建设任务，积极创建自治区语言文字示
范校。全面提升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
学能力，累计组织语言文字工作人员、教师6万余

人次参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学科素养培训，各
族师生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明显提
升，语言文字工作在铸魂育人中的作用愈加凸显。

为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和质量，
昌吉州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
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印发中青年群体、产业
园区务工人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
方案，科学谋划党政机关等领域工作人员，基层
干部和党员，农牧民及园区务工人员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达标认定工作，组织、人社部门切实扛起
主体责任，组织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
9000余场次，培训党员群众18.8万人次，不断提
高他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统筹安
排7县市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交流能力评估
试点工作，经测评，青壮年劳动力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水平一级等级达标率为 91.50%。目前，全
州建立普通话水平测试站点9个，机位数120个，
普通话水平测试站点已实现县市全覆盖，并常态
化开展测试工作，2023年累计测试近3万人次，
为社会人员就近就便开展普通话测试工作提供
有力的服务保障。

语言文字是文明的载体，是交流感情的纽
带，是沟通思想的桥梁，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做好语言文字工作任重而道远。昌吉州将做好
语言文字工作融入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大
局，不断提升各族干部群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应用能力，用规范的语言文字，为城市文明添风
采，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努力为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典范地州作出应有贡献。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昌吉州语言文字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杜星星 通讯员 王煜

本报讯 为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工作，呼图壁县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推广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活动，提升农牧民学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能力。

该县用好用活“农牧民夜校”平台，通过
“政治理论+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培训方式，
不断提高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的“听、说、读、
写”能力。“农牧民夜校”结合实际配置教学课

程，设计多元化教育方式，让村干部、驻村工
作队队员、大学生担任教师，同时发挥“民汉
双语”干部的沟通交流优势和“马背宣讲队”
的灵活性，深入偏远牧区，走村入户为农牧民
讲解党的政策理论、法律法规等知识和传授
急需实用的种养产业技术，调动大家的学习
积极性，快速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交流能
力和文化素质。

学习·推广普通话故事

（稿件由本报记者毛瑞芳整理）

呼图壁县:用好用活“农牧民夜校”平台

叶尔波力·多力达西：沟通交流更畅通 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