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  
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经

济社会交流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结合实际，制定《甘肃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该《条例》经 2011年 11月 24日甘肃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24次会议通过，2011年 11月 24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第 53号公布。《条例》共 18条，自 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53号 

《甘肃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4次会议于
2011年 11月 24日通过委员会第 2，现予公布，自 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 11月 24日 

甘肃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 

第一条   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发挥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在经济社会交流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管理和监督，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指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对开展工作所需
人员和经费予以保障，对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本辖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
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关法律法规; 

(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规划; 

(三)组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评估检查; 

(四)协调、指导和监督各部门、各行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 

(五)开展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的宣传工作; 

(六)组织、管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培训、测试; 

(七)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使用工作的调查研究。 

第六条   省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核发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和汉字应用水平等级证
书。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进
行管理和监督: 

(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组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通话和汉字应用的教育
与培训，将普通话和汉字应用水平纳入有关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的基本内容; 

(二)教育部门负责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语言文字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将语言文字
规范化纳入教育督导、检查、评估的内容; 

(三)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负责对广播、电视、报刊、网络
等媒体以及中文信息技术产品中的语言文字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企业名称、商品名称以及广告中的语言文字使用进行管理
和监督; 



(五)民政部门负责对地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中的语言文字使用进行管理
和监督; 

(六)公安部门负责对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中公民姓名的用字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 

(七)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产品标志、说明等的语言文字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八)交通运输、商务、卫生、旅游、体育、邮政、电信、金融等部门负责对本行业的语
言文字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八条   每年 9月第三周为本省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周。 

县级以上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可以聘请语言文字社会监督员对社会用语用字进行监督。 

第九条   下列情形应当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 

(一)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公务活动用语; 

(二)幼儿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和校园用语; 

(三)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播音、主持、采访用语，电影、电视剧及话剧用语，汉语
文音像制品用语; 

(四)公共服务行业直接面向公众的服务用语。 

第十条   下列人员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相应的等级: 

(一)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达到三级甲等以上，其中民族自治地区的
少数民族工作人员达到三级乙等以上; 

(二)教师达到二级乙等以上，其中汉语文教师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普通话语音教师达到
一级乙等以上;民族自治地区用民族语言授课的教师达到三级乙等以上; 

(三)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达到三级甲等以上，其中师范类专业学生达到二级乙
等以上，与汉语口语表达密切相关专业的学生达到二级甲等以上; 



(四)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影视话剧演员达到一级乙等以上，其中省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达到一级甲等; 

(五)公共服务行业中的广播员、解说员、讲解员、话务员、导游等特定岗位人员达到二
级甲等以上。 

第十一条   下列情形应当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用字: 

(一)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名称、公文、公务印章的用字; 

(二)幼儿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和校园用字; 

(三)各类名称牌、标志牌、指示牌、标语、会标、广告、告示、招牌的用字; 

(四)汉语文出版物的用字; 

(五)影视、舞台字幕和网络用字; 

(六)地名、公共设施的名称用字; 

(七)商品包装和说明用字; 

(八)公共服务行业的服务用字。 

前款第三、六项规定的用字，需要使用外国文字标识的，其地名、专名和通名部分应当

使用汉语拼音拼写。 

第十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确需使用方言或者繁体字和异体字的，应当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用字不得单独使用外国文字或者汉语拼音，确需配合
使用的，应当采用以规范汉字为主、外国文字或者汉语拼音为辅的形式。 

第十四条   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的使用应当符合国家颁布的规范和标准。 



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教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编辑，记者，文字录入和校对人员，广告从业人员，中文字幕制作人员及誊印、牌匾制作人

员等的汉字应用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使用或者未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由其所在
单位或者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第十七条   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