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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公告发出了好几天，仅有一人打来电话咨询

聊聊城城话话发发音音人人应应招招报报名名者者寥寥寥寥

东昌府区语委办工作人员介
绍，山东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
建设工程启动后，聊城市东昌府
区被确定为建设工程的试点区。
发音人要求方言老年发音人出生
于1941年至1950年之间，男女各1

人；方言青年发音人出生于1971

年至1980年之间，男女各1人；地
方普通话发音人3人，年龄、性别
不限。方言发音人需在聊城老城
区护城河内或东昌府区所属乡镇
办事处成长，未曾在外地长住(半
年以上)，能说地道的聊城话，家
庭语言环境单纯，父母、配偶均是
东昌府区人且长期在东昌府居住
生活。地方普通话发音人是指能
说普通话但水平不高的人士(普
通话水平测试相当于三级甲等、
三级乙等、不入级各1人)。未进行
普通话水平测试者亦可报名。

报名须如实填写《中国语言
资源有声数据库聊城话东昌府区
发音人报名登记表》及《聊城话东
昌府区发音人信息表》。报名时间
截止到4月25日(休息日除外)。报
名地点为东昌府区教育局办公楼
四楼师训科。东昌府区语委办咨
询电话为8247168。专家团队将根
据报名材料进行初选，电话邀请
入围人员参加面试，经面试确定
正式发音人。正式发音人和候选
发音人，根据其工作量给予适当
补贴，采录验收合格后，由山东省
语委颁发荣誉证书。

欢迎您来当
聊城发音人

新闻链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多年后的今天，却出现另一个现象：即使不出家门，现如今三十岁
左右的青年人，也很少能说一口纯正的家乡话了。或许，多年后，想听乡音，只能求助于“数据库”。

近日，聊城市东昌府区语委办向社会招募聊城话发音人，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提供方言资料，报
名者却寥寥。记者调查发现，很多方言词汇已经很少用了，部分年轻人面对方言甚至出现“听不懂”或者“听
得懂、说不出”的尴尬境地。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刘云菲

近日，聊城市东昌府区语
委办向社会招募聊城话发音人，
报名者经过遴选最终被确定为
发音人，其亲切的乡音将被永
久保存。寻找地道聊城话，想起
来应该不难，在市区说聊城本
地方言的到处都是，随便拉过
来一位本地市民就能聊起聊城
方言。但是东昌府区教育局语

言文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实际
操作起来才知道，寻找说地道
聊城话的市民太不容易了，征
集公告发出了几天，仅有一人
打来电话咨询，准备了上百份
的报名表格，还没一人填写。

22日，当记者走进东昌府
区教育局语言文字办公室时，
工作人员误以为记者是来报名

的，兴奋不已，赶紧递上表格，
当知道不是报名者时，工作人
员叹气地说：“报名的太少了。”

市民郑女士的奶奶90岁高
龄了，基本没出过家门，但因为
子孙辈儿们外出打工、求学的
人太多，郑女士的奶奶也跟着
晚辈们学到了很多“正确”的词
汇发音。一些“土掉渣”的发音、

词汇也随着子孙们的语言习惯
渐渐改变、消失。

“现在说地道方言的老人
一般生活在农村，来这里也不
方便，而青年人大多都有一定
外出阅历，说的聊城话已经变
味了，看样子征集起来确实难
度很大。”东昌府区教育局语言
文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

准备了上百份表格一份还没用着

据了解，聊城已经连续16
年开展普通话推广周活动，
号 召 社 会 各 行 业 使 用 普 通
话。一边是保留方言，一边是
推广普通话，这难道不矛盾
吗？东昌府区语委办工作人
员介绍，在聊城推广普通话
已经有 1 6年了，现在很多人
交流已经不使用方言，但是
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方言
本身也是语言文字重要的组

成部分，每个地方不同的历
史文化长期形成的，山东省
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
程是‘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
据库’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项工程的目的就是
为了全面掌握语言国情，抢救
保护衰危语言，为科学制定语
言政策，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
标准化和法制化打好基础。”

该工作人员介绍，方言保

护可以分析它和普通话之间的
区别，找到其中的解决方法，

“方言中包含很多文化元素，例
如民谣、儿歌、俗语、地方戏曲
和曲艺等，我们聊城代表的就
有八角鼓，这是一种山东曲种。
演唱人就是用聊城的方言。方
言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调查中，市民对不再能说
一口流利的方言有不同观点。
有些市民人物，语言的变迁是

必然现象，老祖宗一开始还不
会讲话呢，所以，对于方言的流
失不必太伤心，顺其自然就好。
当然，留存一部分音像资料让
后人能听一听这阶段的语言也
挺好。

也有些市民认为，方言是
不可再生的、弥足珍贵的非物
质文化，应该获得重视、调查收
集并保存，这是一个地域居民
的“集体记忆”。

一边推广普通话，一边还要保留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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