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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本报9月16日讯 今日上午，
第三届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在
长沙召开。包括国家部委、部队、
政府部门、20位“两院”院士、3位
宇航科学院院士、400余位领域专
家以及100多家企事业单位代表
在内的6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人因工程（Human�Factors�
Engineering） 是近年来迅猛发
展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致力

于研究人、 机器及其工作环境之
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最终实现
提高系统性能且确保人的安全、
健康和舒适的目标。 本届论坛主
题为“人因工程与人工智能”，搭
建高端对话平台，与会院士、各领
域大咖聚焦人因工程在我国装备
制造、大众生活的品质与水平提升
中的关键作用。

■记者 刘璋景

9月19日-20日，一场由联合国科教文组
织、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湖南省人民政
府联合举办的盛会———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
会将在长沙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代表嘉宾齐聚星城，共同为保护语言
文化发声。

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缘何落户湖
南？我省在开展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上取得了哪
些成效？9月16日下午， 会议召开媒体通气会
公布相关情况。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景涵

为了构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
假、弄虚作假督察机制，推动各地
区各部门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
规，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印发《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
作假督察工作规定》。 规定共20
条，自2018年8月24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 国家统计局负责
统筹、指导、协调、监督统计督察
工作。 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
局承担统计督察日常工作。 统计
督察对象是与统计工作相关的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

规定提出， 建立防范和惩治
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问责

统计违纪违法行为， 建立统计违
纪违法案件移送机制， 追究统计
违纪违法责任人责任。

规定还明确， 统计督察工作
人员有对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问
题瞒案不报、 有案不查、 查案不
力，不如实报告统计督察情况，甚
至隐瞒、歪曲、捏造事实的；泄露
统计督察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信息及其工作
秘密的； 统计督察工作中超越权
限造成不良后果等违反统计督察
纪律的行为， 视情节轻重， 给予
批评教育、 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
务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机
关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

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本周在长召开

语言资源保护“湖南模式”在全国推广

湖南是方言大省

作为方言大省，湖南话的难
懂有目共睹，对此，我省语保工
程项目首席专家鲍厚星认为，方
言多而杂，正是我省语言资源丰
富的体现。据统计，湖南境内不
仅有湘语、赣语、西南官话、客家
话等多种大区方言，还有湘南土
话、乡话、平话等系属暂未确定
的方言。 西南地区尚分布有苗
语、土家语、侗语等多种少数民
族语言。“由这些方言承载的戏
曲、歌赋、俗语等又构成了丰富
多彩的湖南优秀地方传统文化
体系。”

保护方言作为保护语言资
源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另一方面，我国也正在
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两者之间是
否存在矛盾？对此，中国语言资
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语言
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家曹志耘
认为，其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
悖”。在他看来，根据“多语分用”
的理念，既要允许和承认多种语
言的存在，同时也要让不同的语
言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
色，发挥不同的作用。“普通话和
方言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
互依存、融合发展的。不能因为
推广普通话，就摒弃方言。”

不少人因为说不好普通话，
或者“湘音浓厚”而觉得不好意
思。对此，湖南语言保护工程项
目专家、湖南师范大学陈晖教授
表示，希望通过这次世界语言资
源保护大会的召开，让更多人关
注语言资源，特别是形成“我会
说方言我自豪”的风尚。

据悉，此次世界语言资
源保护大会将以“语言多样
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作用： 语言资源保护、
应用与推广”为主题，活动
内容包括开闭幕式、全体会
议、平行论坛、文化考察等。
其中，将开展以“濒危语言
保护新进展”“文化传承与
语言资源”“世界语言地图

规范标准”“语言资源管理
和运营”“语言资源保护新
工具和新技术”等为主题的
多场平行论坛活动。

另外，会议还将形成一
份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目
标的成果性文件———《岳
麓宣言》，并在闭幕式现场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专
家宣读。

【会议】
大会将形成《岳麓宣言》

由于我省方言日渐式
微，由方言所承载的地方传
统文化也面临着灭绝的危
机。为此，我省从2015年12
月启动语保工程，按照“一
县一点” 的原则在全省铺
开，调查内容兼顾语言和文
化，尤其是采集带有地方文
化特点的“话语”，计划用5
年时间，对全省99个方言点
进行调查和数据处理，完成
湖南语言资源保护数据库
建设及相关科研成果。我省
语保工程项目首席专家鲍
厚星表示，为采集“湘音”，
我省在99个点招募方言发
音人，并通过视频、语音等
多种方式保存语言资料。
“今后无论过去多少年，这
些资料都可以完整呈现我
省方言特点。”

颇为可喜的是，我省在
语言资源保护上还形成了

“湖南模式”， 并在全国推
广。比如，我省语保工程获
得国家立项数量居全国第
一；另外，我省著名媒体人
汪涵于2015年启动“響應”
计划， 个人资助经费465万
元， 用5至10年时间完成教
育部立项外的53个方言点
的调查。

省教育厅教师处副处
长王俊良表示，接下来，我
省将积极探索语言资源保
护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积
极筹建我省语言文化博物
馆；筹划《湖南语言资源资
料汇编》和《方言话湖南》
等文字和声像制品制作；
计划通过网站、APP、微信
公众号等开放平台来展示
工程成果； 加强方言研究
队伍建设， 通过语言资源
保护工程促进地方文化建
设整体发展。

【经验】
采集“湘音”，建立数据库

当地球变成一个“村”，
语种已不再受地域或者是
国家的限定，但语言资源却
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
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首席专家曹志耘透露，目前
全世界范围内约有6700种
语言，但随着全球化和城市
化的不断加速、各民族之间
联系的加强，其中40%的世
界语言面临消亡或正处于
消亡的边缘。而更加冷酷的
现实是，全球每两周就有一
种语言消失。

我国拥有汉藏、 阿尔
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
语系的130多种语言和十大
汉语方言(包括97个方言片，
101个方言小片)，是当今世
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
家之一。“但同样也有许多
方言正走向消亡的局面。”
曹志耘表示，教育部、国家
语委2015年启动了中国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收集记录
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
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
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
多媒体语言资源库。

【现状】
全球每两周就消失一种语言

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
可以“并行不悖”

背景

《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施行
统计造假等违纪违法行为将追责

第三届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长沙举行
23位院士长沙畅谈人因工程

本报9月16日讯 9月23日是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从
省农委了解到，我省3个特色庆丰
收活动入选全国系列庆祝活动。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农民的
专属节日， 各地将举办一系列结
合当地民俗文化、农时农事、农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庆祝活动， 树立
全社会重农崇农良好氛围。 农业
农村部遴选确定我省3个特色庆

丰收活动纳入全国“1+6+N”系列
庆祝活动（1+6+N，即1个主会场
活动，6个分会场活动， 若干系列
活动），统一冠名“首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系列活动”，分别是：湖南
及云南白族聚居区的白族开镰
节、 常德市各区县市的米食节以
及2018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湖
南主题庆祝活动。

■记者 李成辉

湖南3个特色活动入选首届“农民丰收节”

9月16日，参赛选手在进行铁人三项比赛中的游泳项目。当天，2018长沙望城国际
铁人三项赛在望城千龙湖举行， 这是铁人赛事首次在湖南举办。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中
国、美国、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的704位选手参赛，赛道全程75公里，包括自然水域游泳、
公路自行车、公路长跑三项。 傅聪 王亮 摄影报道

铁人三项
望城鏖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