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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一届会议召开以来，中国积极贯

彻会议决议，推进地名的法规制度、标准化、公共服务和文化建设，

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主要取得如下进展： 

一、推进地名法规标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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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法规修订方面。中国《地名管理条例》自 1986 年颁

布施行以来，在加强地名管理、保持地名相对稳定、服务国家现代

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地

名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地名管理，健全地名管理制度体系，满足社会各界对标准地名

的需求，加大地名文化宣传保护力度。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中国政府于 2019 年开始加快修订《地名管理条例》，目前已形成

修订草案，正在审议过程中。 

条例修订草案积极贯彻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有关要求，在充

分总结国内实践、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对地名管理各项工作进一

步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如：细化地名管理范围，完善地名命名、

更名规则和审批程序；建立地名公告发布制度，明确标准地名使用

范围，提出统一建立国家地名信息库的要求；贯彻联合国地名标准

化会议关于“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决议，设定地名文化保

护专章，明确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要求，推动将符合条件的

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新条例出台后，

将全面提高中国地名管理法治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为推动中

国地名工作进入新阶段提供法治保障。 

（二）在标准研制方面。为适应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国际交流

交往的需要，持续推进地名相关标准规范研制工作。根据中国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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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规，制定颁布了中国地理实体通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南极

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日语、朝鲜语、老挝语外语地名汉字译写等国

家标准；制定颁布了地名信息库规范，地名信息库数据访问接口规

范，地名及地名标志数据格式，孟加拉语、马来语、菲律宾语、印

度尼西亚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缅甸语外语地名汉字译写等行

业标准；研究起草印地语、越南语、泰语、意大利语、挪威语、瑞

典语、丹麦语、芬兰语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国家标准，为提升地名标

准化、信息化水平提供了标准支撑。 

此外，出版《南极保护区及其地名》（上、下）、《南极科学

考察国家地名管理辑要》等图书。 

    二、积极服务脱贫攻坚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2012 年年底，中国拉开了新时代脱

贫攻坚的序幕。2021 年 2 月 25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庄严宣

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减贫目标。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成就，是在中

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在此过程中，中

国地名机构紧紧围绕脱贫攻坚这一中心任务，积极发挥地名的基础

信息和社会服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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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着力提升贫困地区地名管理服务水平。针对贫困地区地名

工作力量薄弱、地名使用不规范、公共服务手段单一等实际情况，

通过专家支援、技术帮扶、文化保护、科学治理等方式，积极帮助

贫困地区解决地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加大对贫困地区地名工作者

的培训力度，支持贫困地区开展地名标准化工作，指导贫困地区做

好地名普查成果转化和地名文化建设；持续开展规范地名管理工作，

对包括贫困地区在内的 1.9 万余个不规范地名进行规范化、标准化

处理，引导社会公众规范使用标准地名；发布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

2020 版，更新地名 238.4 万条，开展省级地名信息库建设试点工

作；推进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地名标志设置，健全地名标志导

向体系；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地名词典》第一卷，推进编纂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地名图集、地名录、地名志。通过这些工作，

有效提升了贫困地区地名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各行各业提供了

便捷高效的标准地名信息服务，方便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促进了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二是传承弘扬贫困地区优秀传统地名文化。一些贫困地区文化

底蕴深厚、自然风光优美、物产资源独特，在文化扶贫、旅游扶贫、

产业扶贫方面具备潜在优势。为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优势，中国民政

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了两季《中国地名大会》节目，

深入挖掘贫困地区地名文化资源，以地名为载体讲述当地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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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农副产品和特色产业；中国·国家地名信

息库与互联网电商平台合作，设置“服务脱贫攻坚”专栏，宣传贫

困地区优秀地名文化，推广特色物产等优质资源；中国各省（区、

市）分类分批开展“千年古镇”“千年古村落”等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推动建立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地方地名机构积极编纂

地名文化图书，如《宁夏地名文化》、《安徽最美地名故事》等。

通过这些工作，使人们全面了解贫困地区特点，进一步丰富和提升

当地文化影响力，拓宽贫困地区特色产品销售渠道，在传承弘扬优

秀传统地名文化的同时，为贫困地区文化旅游和特色产业发展宣传

助力，服务脱贫攻坚。 

三、主动服务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疫

情发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积极推进国际抗疫合作，取得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地名是定位的符号、指向的工具。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使用标

准地名描述疫情发生地、定位个人活动轨迹，对于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强化精准追踪排查、及时采取防控措施、保障抗疫物资转运等

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民政部及时下发指导意见，地方各级地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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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主动对接、服务社会各界在疫情防控期间

对地名信息的需求，充分利用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和第二次全国

地名普查成果，通过网站、微信平台及数据交换等多种途径，及时

提供准确规范的行政区划、村（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居民点、街

路巷、门（楼）牌号等信息及标准地名图，为支撑精准防控、助力

复产复工提供了重要数据保障。同时，通过《中国地名大会》节目，

讲述抗疫工作中的英雄事迹和感人故事，凝心聚力，弘扬抗疫精神。 


