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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 

2017 年 8 月 8 日至 17 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 10 

地名作为文化、遗产和特性 

 

中国的地名文化建设 

中国分部提交 

内容提要：在中国 5000 余年文明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地名文化。随着中

国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老地名加速消失。为了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地名文化，

中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强地名文化建设，开展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加强地名文化

宣传，强化地名文化保护意识，取得了明显进展。 

 

在大规模城镇化过程中，中国正在经历农村老地名加速消失，城镇新生地名大量涌

现的过程。社会各界更加重视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呼吁进一步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留住

乡愁。近年来，我们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地名文化宣传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地名文化建设思路  

2012 年，中国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地名文化建设以

继承发展为主题，以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传播与交流为主线，以满足人民群众地

名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为重点，促进地名文化发展繁荣，

以地名文化建设引领地名事业科学发展。明确地名文化建设的八项主要任务：一是做好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制定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完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有关标准规范，

加强千年古县等地名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二是加强新生地名文化建设，编制实施地

名规划，加强地名命名更名管理，在继承优秀传统地名文化的基础上，提升新生地名的

文化内涵，推进地名文化创新发展。三是深化地名文化研究，广泛开展地名文化资源的

调查、挖掘、整理和研究。四是开发地名文化产品，编制地名图、录、典、志等各类地

名图书，开展地名信息化服务，拍摄制作地名文化专题片等影视音像作品。五是开展丰

富多彩的地名文化活动，开展地名文化展览、地名文化征文、优秀地名认定等形式多样、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六是推动地名文化产业发展，重点建设一批地名文化产业项

目，开发富有特色的出版物、音像制品、导航查询软件、专题会展、主题公园、节庆活

动、主题旅游产品等地名文化及其衍生产品，逐步壮大地名文化产业规模。七是加强地

名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地名文化人才，打造一支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地名文化人

才队伍，树立和宣传地名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八是加强地名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推

进地名国际标准化建设，规范地名罗马字母拼写，制作一批高质量中国地名文化宣传外

文读本和音像制品，促进地名文化海外传播和交流。 

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2012 年，中国民政部制定了《地名文化遗产鉴定》行业标准和《全国地名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重点加强千年古城（都）、千年古县、千年古镇、千年古村落、

甲骨文和金文地名、少数民族语地名、著名山川地名、近现代重要地名文化遗产等 8 类

地名文化遗产的认定保护工作。2012 年，成立“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全国各

省（区、市）相继成立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构建了一支以保护地名文化遗产、传承

优秀地名文化为主要任务的工作力量。以“千年古县”为例，自 2005 年确定井陉县为第

一个“千年古县”以来，中国已先后确认“千年古县”地名文化遗产 72 个（名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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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名文化宣传活动 

近年来，中国民政部联合光明日报社、大众摄影杂志社等媒体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地

名文化宣传活动。包括：“携手腾飞”全国省界地名文化图片征集等活动，收到地名图片

一万多幅；“一带一路”地名文化摄影展，征集地名图片 2.6 万余幅；与媒体合作开展“地

名的故事·那些历史那些乡愁”系列报道；“地名情中国梦”全国地名普查视频（微电影）

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征集地名普查中的工作故事、地名文化故事等，征集作品 700 多个，

确定获奖作品 66 个；全国地名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和全国地名文化理论征文活动，并编

印了地名文化理论文集。组织制作了《中国地名》《神州地名》宣传片和《中国地名文

化》多媒体宣传册等地名文化产品，有效宣传了地名文化。  

2015-2016 年，中国先后举办了“寻找最美地名”和“寻找最美地名故事”网络征集活

动，以网友心目中有历史文化内涵、最为喜爱的“最美”地名为载体，或讲述这些地名的

生动故事、人文积淀和人文精神，或谈论自己对地名保护、地名演变和地名变更的看法。

活动要求：“最美地名”应是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浸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地名，

以现存仍在使用的地名为主，也可以是历史上长期使用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地名。征集

范围仅限于中国地名，应有具体所指，主要指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农村村庄、城镇历史

街区等聚落名称，乡镇（街道）、市（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等行政区域名称

和城市街巷等人文地理实体名称。稿件应紧扣“最美”主题，地名相关故事包括历史典故、

名人逸事、民间传说、亲身经历和感情渊源等，可以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或文化传统，

也可以兼叙自己对地名保护、演变和地名变更的看法等。“最美地名”故事可采用文字、

图片、秒拍三种形式，将自己心目中的“最美”地名记录下来。“寻找最美地名”活动 2 个

月内共征集作品 1806 篇，征集期间阅读量超过 300 万人次，经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

评选出 10 篇获奖作品。“寻找最美地名故事”活动 2 个月内共征集 3600 余份参选作品，

经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评选出 100 个最美地名故事。征集活动对提高人们的地名文化

保护意识产生了很大促进作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关注地名文化、保护地名文化的热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