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8月 31日 星期三 3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刘挺

晚报版部主办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 关 注

及时收入新词新义新用法
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录单字 1.2万余个、词

目 7.2 万余条、例证 8 万余条，基本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面
貌。本次修订增补了近千条新词语。

国家语委咨询委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四版）修
订主持人李行健介绍，此次收释的新词语主要来自 3 个方
面：一是时事政治和经济层面，如共享经济、齐抓共管、弯道
超车、顶层设计、供给侧等。二是科学技术进入日常生活的
新词语，如公众号、云计算、碳达峰、碳中和等。三是来自大
众社会生活的新词语，如刚需、慢生活、自拍、学霸等。“这些
新词语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引起各方面的深刻变
化，应该被词典及时收释。”李行健说。

有些词语近年来增添了新的用法，或是改变了意义，本
次修订也适当收入了这些词语的新义项和新用法。如“秒”
字增补“借指极短的时间（多用作状语）”的义项，“刷”字增
补“以类似于‘刷’的动作进行某些信息的录入、输出和识
别”的义项，“云”字增补了“比喻通过计算机网络（多指因特
网）提供计算服务的方式”的义项等。

此外，还增补了见贤思齐、文以载道、厚德载物、乡梓、
束 、举隅、竹枝词等传统文化词语。为贴近语文教学，此
次修订特意增加了部编本语文教材中某些文言字词读音和

用法的提示。如“阿房宫”的“房”，用提示加以说明“‘房’在
‘阿房宫’中读 pánɡ”。考虑到语言生活的某些实际情况，对
“六”字后也加了提示“‘六’字用于地名‘六安’（在安徽）、
‘六合’（在江苏）等时，当地人读 lù”等。

词语也同样存在新陈代谢的现象，一些词语会随着社
会发展而逐渐被淘汰。本次修订就删除了一些过时或使用
频率较低的词语，以及个别见词明义、查阅价值不大的词
语。如单放机、八进制、夯机、打柴等。

规范使用保障交流顺畅高效
“语言文字是人际间沟通交流的工具，只有规范化才能

保障交流顺畅、高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原副司
长、《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四版）修订主持人张世平说，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作为国家语委重大项目，坚决、全面、
系统地贯彻相关规范，其规范性表现在读音规范、字形规
范、词汇规范、词形规范等方面。

近年来，一些字的写法、读音问题频受关注。部分热点
词语的写法和读音，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都有明确说
法。如“说客”的读音问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注为：
shuìkè，同时为反映社会语言实际情况，在词条后面注明“现
在也读 shuōkè”。

张世平说：“语言文字这个符号系统是依靠交流者共同

认可的意义而发挥作用的，这就需要对语言文字进行规
范。规范化是保障交流顺畅、高效的需要。《现代汉语规范
词典》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编纂的。”

网络词典和传统词典各有优势
当前网络词典、网络百科全书非常流行，不少网民已习惯

遇到问题就查网络词典。传统纸质词典如何适应这种趋势？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王芳认为，作为

词典的不同形态，网络词典与纸质词典各有优势、互为补
充。网络词典具有携带方便、查检快捷、功能多样等优势，
因此受到众多用户的青睐。但传统的纸质词典在当前仍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小学生而言，他们正处于语言
文字的学习阶段，学会查询纸质词典的方法，建立查询纸质
词典的习惯，有助于他们夯实基础、巩固记忆。

王芳说，随着移动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加速进入数字
时代，辞书的使用习惯也逐渐发生改变。近年来，外研社也在
积极探索教育服务转型与数字化融合创新，针对不同受众群
体，积极整合优质内容资源，持续推进数字资源建设。作为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词典方阵的重要一员，《现代汉语规范词
典》已经开始并将逐步进行数字化的探索，开展词典形式创
新、拓展词典应用场景，以更好地服务读者。 （张贺）

据《人民日报》

据统计，2020 年以来，各地累计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约 315 亿元，惠及困难群众
5.3亿人次。

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后，预
计今年 9月份至明年 3月份，各地将向困难
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约 200 亿元，其中
因扩大保障范围、降低启动条件而增加补
贴发放约 70亿元。

增支资金从哪里来？据介绍，对领取
失业保险金人员和失业补助金人员的增支
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对其他困难
群众增加发放的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分
地区给予补助，其中东部地区补助 30%、中
部地区补助 60%、西部地区补助 80%。

“价格临时补贴由地方先发放，中央财
政后结算。”万劲松说，在当前各级政府过

“紧日子”的情况下，国家仍决定阶段性调
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加大对困难群众物
价补贴力度，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始
终牵挂着、惦记着困难群众，始终把保障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放在突出重要位置。

杨荫凯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工作指导，保障物价补贴发
放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确保政策部署能够
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陆娅楠）

据《人民日报》

兜住兜牢兜住兜牢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低保扩围，加大对困难群众物价补贴力度

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力度的举措，兜牢民生底线。
在8月26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杨荫凯介绍，

从今年9月到明年3月，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实行“扩大保障范围、降低启动条件”政策，
加大对困难群众物价补贴力度，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预计扩围后政策覆盖6700万人。

今年以来，兜底保障措施不断完善，对
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力度也在加大。截至今
年 6月份，全国城乡低保共救助 4062万人，
其中城市低保对象 700万人，农村低保对象
3362 万人；全国城市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
734 元、农村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 554 元；
今年上半年累计支出低保资金 926.2亿元。

为落实“低保扩围增效”的要求，民政
部门不断完善低保制度。民政部社会救助
司司长刘喜堂介绍，已把低保边缘家庭中
的重病重残人员单独纳入低保，形成了按
户保和按人保相结合，制度更有容量；鼓励
各地将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从过去的县下
放到街道和乡镇，提高审核效率；此外，对

实现就业后、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
的低保家庭，给予半年到一年的渐退期。

临时救助制度，主要是针对解决城乡
群众遇到的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的基本
生活困难。

今年以来，受疫情、灾情等影响，困难
群众数量有所增多。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向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众增发的一次
性生活补贴，要尽快发放到位。

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三个
月没有收入，也没有纳入失业保险的居民，
包括农民工在内，都可以在居住地或户籍
所在地，申请一次性的临时救助金。刘喜
堂介绍，该项工作进展顺利，全国已经有 17

个省份全部发放完毕，各地累计为 4018 万
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增发了补贴 80.8 亿
元，占应发放困难群众总数的 90%。“预计
工作 8月底将全面完成，发放的资金总额预
计接近 100亿元。”

中央财政今年安排了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 1546.8 亿元，比去年增加了 70.6 亿
元，地方财政预算也相应加大了投入。上
半年全国财政累计支出低保等资金 1200多
亿元，同比增加 7%。

刘喜堂表示，“低保等社会救助资金是
民生保障的重点，也是财政资金支持的重
点，施行专款专用的管理，及时足额发放低
保等社会救助资金没有问题。”

今年 1至 7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累计同比上涨 1.8%，7 月当月同比上
涨 2.7%。杨荫凯说，受输入性通胀压力和
猪肉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叠加去
年同期低基数效应，今年后几个月到明年
一季度，国内物价水平可能比前几个月略
高一些。

为了缓解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的影响，将从今年 9 月至明年 3 月，阶段
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调整后，保障范围扩大了。现行的价
补联动机制覆盖了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
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等 7 类群体，合计
约 5800万人。

在上述 7类群体基础上，此次将领取失
业补助金人员和低保边缘人口等两类群体
阶段性新增纳入价补联动机制的保障范
围。扩大保障范围后，预计可多惠及约 900
万人，共覆盖困难群众约 6700 万人。有条
件的地方可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介
绍，将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和低保边缘人
口阶段性纳入保障范围，主要是考虑领取
失业补助金人员处于失业状态，收入来源
不稳定，生活面临一定困难；低保边缘人口
收入虽略高于低保标准，但生活水平普遍

偏低。
调整后，启动条件降低了。价格补贴

联动机制启动条件中的 CPI单月同比涨幅，
从 3.5%阶段性降低为 3.0%，同时保持 CPI
中食品价格同比涨幅达到 6%时发放价格
补贴等其他启动条件不变，满足任一条件
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降低启动条件，主要是考虑受疫情、
灾情等影响，困难群众收入增长面临较多
困难，对物价上涨的感受可能比较明显。”
万劲松说，降低启动条件后，预计启动价格
补贴联动机制的月份数量、启动地区都会
明显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困难群众能
够领取到物价补贴。

向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众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8月底将全面完成

价补联动机制扩大保障范围，降低启动条件，预计多惠及约900万人

各地将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
临时补贴约200亿元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完成新一轮修订完成新一轮修订，，增补近千条新词语增补近千条新词语

新词新义，跃动时代音符
“共享经济”“弯道超车”“顶层设计”“申遗”“碳达峰”“碳中和”……这些近年来常见

的词语，被收入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记录着时代的发展。
近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完成新一轮修订，推

出第四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语文出版社联合出版。词典编纂者表示，辞书及
时收入的新词新义凸显了社会与时代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