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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促进拉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藏语文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字中具有悠久历史，表达功能完备的古老语言文字之一，是中华民族多

元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制法》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

定(试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的实施细则(试行)》，以及党的民族

语言文字政策，从组织领导、方针政策、机构设置、队伍建设等方面大力加强了藏语文工作，藏语文

得到广泛的学习、使用和发展。  

一、加强了藏语文工作部门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  

为了保证藏语文工作的正常开展，1979年6月恢复并成立了拉萨市编译科。1985年3月根据中发

〔1984〕6号文件精神，将市政府办公厅编译科升格为正处级建制，并相继成立了各县(区)翻译科，配

备了相应的人员编制。1988年成立了拉萨市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会主任历来由市人民政府市

长担任，副主任由市委、市人大、市政府领导同志担任，下设正处级办公室。其后各县(区)成立了藏

语文工作领导机构。1995年3月经自治区批准，成立了拉萨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目前，我市专门从 事

各类翻译工作人员39人，其中副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9人，和级职称15人。据不完全统计，每  年

的翻译量为550多万字。    

二、把藏语文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l987年7月西藏自治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

(试行)》以来’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藏语文工作，在拉萨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认真贯

彻执行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决议》，2001年11月16日，拉萨市人民

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发布了《拉萨市社会用字管理办法(试行)》，把藏文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工

作重要议事日程，强调各级党政机关一定要抓好此项工作，并明确规定，藏、汉文并重，以藏文为

主，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三、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工作取得了明显成就  

(一)市委、政府始终坚持凡下发到基层的重要文件、材料和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及其他宣传材料

都译成藏文，并尽可能地做到与汉文同步下达。  

多年来，始终坚持凡下发到基层的重要文件、材料和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及其他宣传材料都译成

藏文下达。市、县两级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等所有大型会议的全部文件材料都有藏汉两种文本，

送到每一个与会代表和委员们手上，而且在会议上代表和委员们提出的议案和各类提案办理过程，同

样都要译成两种文字进行交办和答复工作，保证了上级党委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和路线在广大全市

人民群众中贯彻落实。  拉萨是自治区的首府，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也是反分裂斗

争的前沿阵地。拉萨的稳定关系到全区的稳定，乃至影响全国的稳定。我们始终把稳定局势工作作为

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充分利用藏语文对广大农牧群众和寺庙僧尼中进行爱国主义、社会

主义、民族团结等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政策，广

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宣传唯物论、无神论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市、县两级编译部门努力配合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按照区党委〔1996〕6号文件精神，从

1996年以来，每年两级编译部门的绝大部分翻译业务骨干深入到全市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中，积极

完成各项宣传教育工作任务的同时，把大量的文件、宣传材料、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各寺庙的《章

程》及各项规章制度翻译成藏文打印，确保上级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能够全面、准确地贯彻

落实。 (二)藏语文在新闻媒体中得到广泛应用  

拉萨电视台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和坚持藏语文节目的制造和播放，藏语编播系统基本做到了采、

编、译、播一体化，藏语新闻与汉语同步播出，每天播放三次，还定期地播出藏语专题节目和藏语影

视剧，深受农牧民群众和城镇居民的欢迎。市电视台每年举办的藏历新年文艺晚会以藏语为主的节

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拉萨晚报创刊20来，坚持藏文办报，重视藏文版《拉萨晚报》的编发工作。拉萨晚报藏文版从

2004年进行扩版，使每周的藏文报从12个版面增加到20版面。每日发行1000多份藏文报。多年来，拉

萨晚报社不断加强对藏文采编译队伍，采编人员有过去的4名，现增加到6名，通讯员也发展到30多

名。  

(三)教育部门重视藏语文教学工作，不断提高藏语文课的教学质量   我市教育部门认真贯彻中

央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西藏自治区关于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积极探索研

究建立和完善双语教学体系，同时始终把藏语文课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课和基本教学用语，不断改

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藏语文课的教学质量。目前，农牧区和城镇部分小学把藏文作为母语，

实行藏汉文同步教学，其他课程用藏语授课；中学阶段坚持从实际出发，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在用藏

语授课的同时也使用汉语文授课。藏语教材编译工作也取得较大进展，已经编译出了《辅师教学资

料》、《小学教学教案》、《小学数学每日一练》(同步练习册)等教学资料。  

   (四)司法机关注重藏语文的使用，确保当事人的诉讼权力。  

市、县两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针对我市的实际，特别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和城镇居民的实际需

要，对藏文的人民来信、申诉、控告、检举均与汉文同等对待受理，答复均使用两种文字．有关业务

的专用司法文书均有藏文，并以两种文字印制。《法律常用知识问答》、《国家赔偿法问答》、《刑

法分则规定的罪名与罪行对照》、《常用法律读书》等均有藏文版本，在普及法律知识方面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  

(五)邮政、通信等服务行业始终重视藏语文的学习和使用，方便了广大藏族群众，同时也促进行

业自身的发展。  

市邮政局和电信局要求邮电窗口人员必须熟练地掌握业务范围内的藏汉两种用语，邮电宣传材

料、挂图、横幅及营业场所的所用标记和电信业务用语使用两种语言文字，同时，开辟了藏文电报和

藏语寻呼台服务项目，大大方便了广大藏族群众，促进了我市邮政、通信事业的发展。  

(六)规范社会用字，净化市容市貌  

近年来，我市社会用字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1999年以来，围绕多项大型庆典活动，我市

藏语文与工商、城建、城管、税务、公安等有关部门联合，在市区普遍开展了数次社会用字大检查和

清理整顿工作，纠正了大量的社会用字混乱现象，使我市的社会用字走上了规范、美观、整洁的轨

道，显示了古城拉萨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  

 (七)翻译事业迅速发展  

随着我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间的交往日益密切，藏文翻译任务越来越繁重，涉及的学科领

域越来越多，对翻译质量和手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市藏语委办、编译局和译协采取多种形式培训了

基层翻译人员，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积极参加翻译学术研讨会，派员参加各种全国性

的翻译学术活动。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使翻译工作者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翻译手段逐步实现微

机化操作，翻译质量和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目前，我市的翻译队伍担负着农牧、科技、教育、法

律、新闻、公文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繁重翻译任务。翻译工作在我市各项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也有力地促进了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  

(作者：拉萨市编译室    马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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